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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境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

从境界内涵着手，认识到境界是标志着人的生活所达到的意义视阈以及人的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

并通过对境界的层次性分析，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树立一个正确的境界观，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

真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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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
期发表了黄明理教授《论主体论视阈下思想政治教

育者的眼界与境界》一文。黄教授在该文中阐释了

开阔的眼界和高尚的境界是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必

须具备的两个特有基本素质。该文认为眼界一般意

义上是指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方法和能力，世界观

和方法论是其核心要素；境界则是指价值论意义上

的认知和评价能力，价值观和道德素养是其核心要

素。高尚的境界是推动主体自觉地开阔眼界的精神

动力和价值引航；开阔的眼界为主体境界的提升提

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境界是一种价

值观，眼界是一种方法论。看完这篇文章深有启发，

想接着黄教授的这篇文章试图通过对境界的解答来

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境界观建构，以期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代转型有所借鉴。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境界的内涵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 年）一书中，依据

“觉解”程度的高低将人生修养程度划分为自然、功

利、道德和天地 & 种境界。冯友兰指出：“人在生活

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

者叫 世 界 观。这 种 精 神 世 界，《新 原 人》称 为‘境

界’”［!］。它标志着人的生活所达到的意义视阈以及

人的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

第一，人的存在本质决定着境界的生成。人生

是一个对生命存在有追求、有反思与评价的过程。

在反思与评价中产生对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看法，确

定人自身的终极目标，生成人的境界。人的存在本

质在于人的实践性。人的实践性活动创造了一个属

人的世界，一个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客观要求相

一致的人的世界，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相同的

时代不同的人，也总是以文化的方式展示着人性、展

示着人的生活状态。因而人的存在状态决定人的境

界，人的境界反过来也体现着人的存在状态。

第二，境界是在人生一般存在状态基础之上对

人生意义的追寻。境界不同于事实认知，是一种意

义领悟与价值目标的追求。境界它包含着情感因

素，包含着对真善美的价值诉求，它是人的内在的、

活的精神生命，是知、情、意的有机整体。超越主客

对待，因而它基于认知却超越认知。所以，境界是对

人生意义的一种价值追寻，但这种价值追寻不是建

立在虚渺的幻想基础上的，而是在人的一般存在状

态基础上而形成的。

第三，境界是一种超越的生命体验状态。人与

存在世界发生关系，并把群体与社会所认同的认知

方式、情感方式与行为方式内化于自己，从而产生出

评价人生存在水平、意义、状态的标准，而这些标准

的融合形成实践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状态，从而生

成各自的境界。境界以超越为前提，超越在场或现

在，以不在场构成在场，以过去和未来构成现在并以

现在解释、“补充”过去的原本。一个人若不能超越，

一味死盯住在场或现在，就无境界可言。

第四，理想境界的实现是通过人的实践完成的。

实现自我，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人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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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我”，不是肉体的我，也不是现实的我，而是

理想的我。理想自我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实践，实践

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实践的本质是自我的对象化，

即人通过实践把自己投射到对象上去，通过对象确

证人的本质、力量和价值，通过对象来确证人的境界

的高低好坏。“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

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

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境界的层次性

求真、向善、审美是主体掌握客体的 " 种相对独

立的方式，又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具体活动之中，构

成人生活动的具体境界。以下将通过对真境界、善

境界与美境界 " 个维度不同层次的境界解析，指导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选择更高层次的境界。

# $真境界

真境界就是指人在处理与对象的关系中关于对

象的认识程度，标志着人所具有的文化知识水平与

文化修养水平，属于主观的范畴。依据人对于客观

事物的知识，表现到真境界上，体现出经验境界、科

学境界与哲学境界 " 个层次［"］。经验境界就是指以

人的经验知识为特征的认识活动而形成的人的文化

修养水平，它以常识为主要内容。经验境界具有直

观性、延续性、非批判性等特征。直观性就是人与对

象的关系总是从“孤立而非系统”“当下而非长远”地

去观察、描述、解释客体；延续性是指经验境界的形

成是在人类长期经验积累与遗传的基础上形成、发

展和延续的；常识具有凝固僵化的特征，超越经验就

是对经验的批判与挑战，就会受到以常识为核心的

经验的强烈抵制，因而经验境界具有非批判性特征。

科学境界是人类在以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事物内

在本质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客观必

然性的一种修养水平，因而对于同一“科学真理”体

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生活阅

历、知识能力以及实践水平的不同，所以掌握真知识

的过程与结果是不相同的。科学知识总是高于经验

知识，因而科学境界也高于经验境界。哲学境界是

指在经验境界和科学境界的基础上升华的一种以智

慧为主体内容，以辩证思维为基本特征，融认知与创

造为一体的一种最高的知识修养水平。哲学境界的

实质在于它的批判精神。批判不仅仅是对现实存在

的否证，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提示和把握，从

而建构一个新的合目的性存在。哲学境界总是在认

识和价值、理论和理想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批判为

人类寻求前进的道路和更完美的存在方式，虽然这

是一个充满艰辛和痛苦的探索过程，但哲学境界却

因此而显得崇高和独具魅力。

! $善境界

善境界是指人对善之价值的自觉性程度和对实

现善之价值的意志性程度。“自觉性程度”是指主体

改造客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自觉性

程度越高，善境界的层次就越高。“意志性程度”是

指人在实现道德价值过程中的意志力问题。意志越

坚定，善境界的实现就越有可能。根据自觉性程度

与意志性程度的差异性，我们把主体善境界分为伪

善境界、他善境界、我善境界、至善境界 % 个层次。

伪善境界把人的自然属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把

人的生活降低为一般动物的生存活动，人就是为了

存在而存在，从而丧失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感。

这种境界的人总是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其行

为准则，从而表现为追逐名利、贪图享受。他善境界

已经从本能状态中觉醒过来，意识到人能够而且应

该比动物活得更丰富，人的精神、人的价值的体验开

始有所萌动，这种境界的人对人生的体验也更加丰

富和深刻。在市场经济下，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主

体，以他人为客体和被利用的对象⋯⋯埋首于眼前

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而缺乏自主的意识，什么同类感，

什么普遍的道德标准，都茫然无所知。”［%］我善境界

能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体验生命的意义，认识到

了生命过程的社会本质。不只是将效用价值与自身

的存在相联系，更重要的是能将效用价值与整个社

会的进步以及大多数人的幸福密切联系在一起。主

体能够自觉地对自己的功利心进行必要地限制以符

合社会道义的要求，理智和意志成为其支配行为的

主要心理力量。至善境界已经彻底摆脱了对生命价

值、效用价值的种种庸俗理解，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过

程、物质利益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

" $美境界

美的境界属于主观的范畴，与人的美感有关。

美感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快感，其中的自由“在于在

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审美的理想在灌注了人们

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了实现。”［&］而基于人的美感

基础上形成的人的自由状态构成了人的美境界。根

据人对美的认知体验程度，我们把主体的美境界分

为耳美目美境界、情美意美境界、心美神美境界 " 个

层次。耳美目美境界是指生理感官上所感觉到的愉

悦感、满足感与舒适感。它是一种本能上的直觉形

态，是直觉感官在直接感受社会、自然、艺术等审美

对象中产生的。人只有在满足生理上的欲求时，才

能真正感觉到体力、精力的充实增进，意识到自我生

命的价值，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体验到人的幸福。正

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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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它具有

直觉性、感性体验性、易变性等特征。情美意美境界

是指主体通过对审美对象的感知、联想、想象、理解

而引起主体情绪与情感的反应而达到的修养水平。

所以这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交融，相互统一、相互结

合的过程。这种境界与耳美目美境界有着本质的不

同，耳美目美是人的生命体内感到的一种生理快感，

每个人都具有，都能感受到。但情美意美却不一样，

美不美完全取决于一种观念，在于一个人的文化素

养的高低，如果他不具有这种美的观念或这种文化

素养，这种美感也就不存在。它具有领悟性、概念

性、持续性、社会性等特征。心旷神怡是主体审美心

理达致感觉与理解、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高度统

一的状态，也是人对美境界的最高层次要求。因而

心美神美境界是审美主体渗透着理性的情感抒发、

展开和表现，使对象与主体之间消除了疏远和对立，

从而产生出一种忘怀一切的自由感。犹如庄子所

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

若化为物。”“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

从之。”就像所谓的“圣人”、“真人”、“神人”那样，其

“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

波⋯⋯不思虑，不预谋⋯⋯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

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这是一种达到了自

由与无限的境界。它具有超越性、个体的内心体验

性、超功利性等特征。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境界评价

境界评价尺度就是主体对境界性质与层次判断

时所依据的标准和依据。境界评价的根本尺度是生

产力尺度。“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

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

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

之大 小，看 它 是 束 缚 生 产 力 的，还 是 解 放 生 产 力

的。”［#］生产力尺度作为人生境界的评价尺度，是从

根本上、一般性上来说的。从境界主体自身来说，

在现实生活中，评价总是与主体自身的利益为立足

点，从其自身的利害得失出发，因而表现出不一致

性。这就需要我们在主体实践活动中，把根本价值

尺度转化为境界评价的具体价值尺度。境界评价的

具体尺度表现为：

第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没有

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

务之间是统一的。而且人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

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

发展”［%&］，如果“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

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阶级”［%%］是不公

正的。这表明作为境界评价尺度的权利与义务的相

称是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的。

第二，自由与责任的统一。自由和责任不可分

割。作为境界评价尺度的自由与责任的相称是建立

在以公正、诚信等基本美德为依据，受到良心、义务

等的制约，受到人的个性发展规范而生成的。因而，

自由与责任统一尺度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个体在人生

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境界层次。

第三，奉献与索取的统一。“就人的本性来说，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追求幸福是每个理性而有限的存在物的必然欲

求。”［%’］奉献与索取作为人生境界评价的具体尺度，

是建立在对人生幸福观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是建

立在良心、公正、义务与诚信等范畴基础上，在权利

与义务的规范下实现的。

第四，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是幸福的精髓，物质的幸福是有限的、短暂的、容易

消失的，而精神上的幸福是无限的、长远的、根本的。

人类的幸福不仅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

而且还在于这两者的和谐统一，在于两者的相称。

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很好地体现了人生境界评价的幸

福要求。因而，在正确的幸福观指导下的物质与精

神的统一是能够对人生境界做出合理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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