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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价既有一般认识活动的普遍特征 ,又有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的个性标志。它

是一种以形成价值判断为主要使命的特殊认识活动。评价主体 、评价客体及评价中介构成评

价的有机整体 。评价主体基于一定的目的进行评价活动 ,具有很强的自我规定性;评价客体并

不是自在的事物 ,而是人化的实在;评价中介则是一个精神主导的组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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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一方面 ,它具有一般认识活动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

以形成价值判断为主要使命的认识活动 ,它又具有区别于一般认识活动的特殊性 。评价是由评价主体 、

评价客体 、评价中介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些要素不可分割 、相互作用 ,但各自又具有特定的性质 ,

在评价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正确理解评价要素及其特点 ,既有助于深化认识论的研究 ,也有助于

丰富价值论的内容 。本文发表一孔之见 ,以就教于同仁。

一 、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

评价是主体自我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实践活动中 ,主体一旦认识到自我与事物对象的关系 ,尤

其是事物对自我的意义 ,也就认识到了自我在实践中所处的位置。评价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

它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一种特殊认识 。评价总有“我”的参与 ,这就是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

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首先在于它的目的性。马克思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

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

到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

发生形式变化 ,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

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1](第 202 页)。恩格斯也说过:人类的活动“是

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

有预期的目的的”[ 2](第 247 页)。主体的评价活动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而目的不过是人的需要的反映 ,人

的需要必然外化为主体活动的目的 ,形成主体活动的价值取向 。主体的评价活动直接受着其目的 、需求

等的影响 ,主体总是基于一定目的 、并以是否满足自身的需要为尺度进行评价活动。因此 ,主体的需要

是主客体之间形成价值关系的根据 ,主体因为客体对于满足其自身需要所具有的意义 ,而开始评价活

动 。没有被主体意识到的需要也就没有评价活动的出发点和标准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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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 3](第 393 页)。

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又在于评价判断的价值性。主体的评价活动必然表现为整合价值信息 、形

成价值判断。评价活动的价值判断与一般认识活动的事实判断是不同的 ,它凸现出主体的自我规定性 。

一般而言 ,事实判断所揭示的是客体本身的属性和特点 ,是有关事物“是什么”的判断;价值判断所揭示

的则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 ,是关于客体对主体“应当”或有什么意义的判断。两相比较 ,价

值判断比事实判断多了人的需要这个自我规定性的因素。从形成判断的旨趣而言 ,事实判断主要在于

坚持客观性 ,而不能附加主体的主观成分 ,它所对应的是客体本身的实然状态及其与其他相关客体之间

的关系;而价值判断不仅要坚持客观性 ,而且要把握主体的目的 、需求 、利益和愿望 ,它所对应的是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 。一般说来 ,形成事实判断时 ,功利并非主要目的 ,而形成价值判断时 ,功利

则上升到目的结构的突出位置。这是因为 ,人们的评价活动不仅是为了“求真” ,更是为了“求善” 、“达

美” 。如果不努力在实践中创造效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的话 ,那么 ,评价也

就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 ,价值判断是对一定价值关系的反映 ,主体因其目的 、需要而使评

价具有自我规定性 。当然 ,目的 、需要并不是纯主观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需要是人类历史

活动的第一个客观前提 。在任何价值关系中 ,主体的需要本质上是客观的 ,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观

的 ,并且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运动的结果必然也是客观的 。

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还在于“自我”与“非我”的相关性。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并不是任意的 ,

它是在“非我”即主体社会角色的影响中实现的 。现实的 、具体的评价主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

中并承担着一定义务和行使着一定权利的人。任何一个现实的 、具体的人进行评价活动 ,实际上是从自

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出发的 。所谓主体的社会角色 ,无非是主体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 、职责 、权力

及其行为方式的总和。主体的社会角色不同 ,对事物的评价也就不同。角色是社会给予的 ,具有社会

性 ,评价主体的自我规定性依赖于主体角色的社会性 。不过 ,评价主体决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制于角色的

社会性 ,而是积极主动地扮演着社会角色。评价活动总是受着主体社会角色的影响 ,而主体的社会角色

又总是经过了主体的自我改造 ,正如剧本的角色经过了扮演者的再创造一样。由于主体自我规定性对

于社会角色的能动性 ,所以往往会引出对同一对象作出不同抑或相反的评价结论 。显然 ,主体自我规定

性既受着其社会角色的影响 ,又影响着其社会角色的发挥。评价活动正是主体社会角色和自我规定性

综合作用的过程。对于任何主体来说 ,都需要确立角色意识 ,更要认清“我是谁” ? 这既是进行角色实践

和实现角色转换的前提 ,也是进行评价活动的先决条件 。确立正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与认识评价主体的

自我规定性并无矛盾 ,如果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则有可能因主体的自我规定性而导致评价的偏失 。

二 、评价客体的人化实在性

评价所表征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任何客观事物在没有与主体发生价值关系时 ,都还

不是评价的客体 ,而只是一种自在。自在对象只有与主体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才具有人化的实在性 ,从而

成为评价客体 。实在 ,对于哲学 、认识论 、价值论来说 ,具有不同的含义。哲学上的实在是自在 ,独立于

人们的意识之外 ,具有本体的内涵;认识论上的实在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 ,具有反映的内涵;价值论上

的实在是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关系 ,具有意义的内涵。评价客体既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自

在的 、与人无关的实在 ,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与人只是一种认知关系的实在 ,而是一种价值实在或意

义实在 。它是在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建立的一种满足关系 ,以及人们对于这种关系的认识 ———价

值评价 。可见 ,评价客体与评价主体是不可分割的 ,它具有人化的实在性 。评价客体的人化实在性主要

表现在:自在对象因主体的关注而进入意义世界;自在对象因主体的改造而成为“为我之物” ;主体能动

地创造出客观世界中不曾存在的新客体。

评价一开始就为主体的需要和兴趣所关注 。自在对象无论自身有何种属性与功能 ,只要主体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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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某种需要和兴趣 ,它就不会成为评价的客体 。马克思说:“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 ———视

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思维 、直观 、情感 、愿望 、活动 、爱———总之 ,他的个体的一切官 ,正像在形式上

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 ,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 ,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

占有”
[ 4]
(第 303页)。评价的实质在于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占有 。事实上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自然界是

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在这里 ,自然界不是自在的 、与人无关的自在 ,而是作为人的对象性的存在。作

为对象性存在 ,自然界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 ,其中存在着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自然科学以其反

映功能满足人的需要 ,成为人的价值对象性的存在。人们正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反映功能而与自然界建

立起一定的现实的价值关系 。自然科学被运用于人的对象性活动时 ,使自然存在转化为人的对象 ,实现

人的对象化 ,从而也使对象为人而存在 ,服从于人的需要和目的 。奥地利心理学家 A.阿德勒指出:“人

类生活于`意义'的领域之中 ,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单纯的环境 ,而是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环

境中最单纯的事物 ,人类经验也是以人类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的 。`木头' 指的是与人类有关的`木头' ,

`石头' 的意思是能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 。假使有哪一个想摆脱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生活于

单纯的环境之中 ,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他的举动对他自己或别人都毫不起作用 ,总

之 ,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一直是以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它。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 ,而

是它们经过解释后之物”[ 5 〗(第 7 页)。显然 ,自在对象因为人的关注才获得了意义 ,由自在世界进入到

价值世界。自在对象成为评价的客体 ,既是人的活动对象化的结果 ,也是评价客体人化实在性的表现 。

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 ,主体不仅表现出对自在世界的关注 ,而且通过改造自在世界而建立起人化

的实在世界。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而不仅

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 ,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2](第 329

页)。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 ,客观存在的对象才具有属人的性质 。人们已经认识的事物 ,变成

了人的活动的对象或者工具 ,变成了促进或者阻碍这种活动的环境 。本来 ,事物对象的现实结构是自在

的 ,但由于主体的实践活动 ,便引起了事物对象的现实结构发生社会性变化 ,其成分也就日益变成社会

存在的成分。社会实践不仅使自在变成社会的存在 ,而且也用物质的手段使原有的物质存在变成新的

物质存在。自在对象因为主体的改造而具有人化实在性 ,并成为评价的客体 。就这个意义上说 ,经过主

体改造过的事物对象的特性事实上是人的本质特性的外化 。主体的实践活动改造事物对象 ,也评价事

物对象 。正如捷克学者弗·布罗日克所说的那样:“评价活动是从实践出发的 ,并使实践的结果(不断发

展的需要等等)变成对它的认识 ,变成凭借这种认识来调节社会实践的价值方案”[ 6](第 51 页)。人们通

过社会实践改造世界 ,不断地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 。这个“为我之物”的领域虽然仍然是客观的

自然过程 ,但同时又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产物 ,体现了人的需要 、目的 ,并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 。

因此 ,对社会的人来说 ,它不仅是实践的对象 ,而且是认识和评价的对象 。

主体不仅可以改造自在对象 ,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客体 ,这是评价客体人化实在性的最突出表现。在

马克思看来 ,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即改造无机界 ,因而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

意识的对象。其实 ,当人类已经成熟到足以进行自我意识的程度时 ,这种自我意识便成了新的自觉存在

的基础。人类不仅在认识和评价事物 ,而且还创造了与自己的意识完全相符合的自我存在 。人类既要

顺从和依赖自在世界的客观条件和规律 ,又要不断地以肯定的形式或否定的形式去扬弃自身现状与现

实条件的限制 ,创造人化的世界 。布罗日克指出:“人不仅在自己的概念中创造了新的价值事实 ,而且在

象征体系中使自己的创造明显地客观化。这样 ,就产生了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人造客体 。艺术作品正

是人造客体的最典型的代表”
[ 6]
(第 64-65 页)。然而 ,“人造客体与`自然客体' 不同 ,它的价值对象性是受

客体的创造者的有目的活动所制约的 。客体的创造者期待人造客体履行某种功能 。但`自然' 客体则不

依赖于人的意图 ,并经常违背人的自觉意图而加入实践。换言之 ,人造客体的价值对象性是人自觉规定

的 ,不是由人的双手创造的;自然客体的价值对象性则多半是不依赖于主体的意志 、意图的产物”[ 6](第

30 页)。人造客体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典型形式 ,它既是认识的对象 ,也是评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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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评价客体是与主体自我相对而言的事物 ,它不是自在意义的存在 ,而是人化意义上的存

在 。正因为如此 ,评价客体与认识客体不同:一般认识活动的客体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客体 ,即作为认

识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在客体;而 评价 活动 的客 体则 是 人 化的 存 在 ,即 人 活 动 的产 物 ,抑 或 是人 的 活 动

所取 向的 事物 ,即 便是 客观自 在的 东西 ,在 评价 中也 已 经具 有 人化 的 实 在性 。没有 被 人 化的 那 些 事物 ,

就 没有 任何价 值对 象性 ,因 而也 就没 有任何 价值 意义 。可 见 , 评 价 对象的 范围 比认 识对 象的 范围 狭窄 得

多 ,只 有 那些 具有 价值 对象 性的 存在 ,才 能 成为 评价 的客 体 。

三 、评 价 中 介 的 精 神 主 导 性

评价活动所反映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由某种中介来联结的 。大体 上 说 , 评 价活 动 的 中
介 可以 区分为 物质 的和 精神 的两 种基 本类 型 。由于 评价 的主 要使 命在于 形成 价值 判断 ,因 此 ,精 神中 介

在 评价 的中介 系统 结构 中居 于主 导地 位 。

首 先 ,精 神中 介的 主导 性表 现为 评价的 根本 判 据是 “人 的 尺度 ” 。马 克思 说 过 :“动 物 只 是按 照 它 所

属 的那 个种的 尺度 和需 要来 建造 ,而 人却懂 得按 照任 何一 个种 的尺 度来 进行 生产 ,并 且 懂得 怎样 处处 都

把 内在 的尺度 运用 到对 象上 去 ”[ 4](第 97页)。恩 格 斯也 指 出 :“当 我 们 按照 我 们 所 感知 的 事 物特 性 来 利

用 这些 事物的 时候 ,我 们的 感性 知觉 是否正 确便 受到 无误 的检 验 。如果 这些 知觉 是错 误的 ,我 们 关于 能

否利 用这 个事 物的 判断 必然 也是 错误 的 ,要 想利 用 也决 不 会成 功 。可 是 , 如 果 我们 达 到 了我 们 的 目的 ,

发 现事 物符合 我们 关于 事物 的观 念 , 并 产生 我们 所预 期的 效果 ,这 就肯定 地证 明 , 到 此 时为 止 ,我 们对 事

物及 其特 性的 知觉 符 合 存 在 于 我 们 之 外 的 现 实 ”[ 7](第 702 页)。主 体 的 评 价 活 动 虽 然 需 要 有 “物 的 尺

度 ” ,但 更重要 的则 在于 “人 的尺 度” 。这是 因为 ,评 价 活动 不同 于一 般认 识活 动 ,一 般认 识活 动主 要追 求

的是 合规 律性 ,而 评价 活动主 要追 求的 是合 目的 性 。“人 的 尺度 ”要 求 人们 的 实 践 活动 最 大 限度 地 满 足

人 的需 要和利 益 , 尽 可 能地 使世 界服 务于主 体 。“人 的尺 度 ”是 一 种价 值 标 准 , 没 有 这 一 价值 标 准 , 无 法

进行 评价 ;而 价值 标准 必然发 展为 评价 标准 ,否 则 ,价 值 标 准就 失 去其 存 在 的意 义 。价 值 是 通过 我 们 的

价值 标准 而被 感知 的 , 评 价使 价值 标准 变成 客 观的 价 值对 象 性 的主 观 尺 度 ———评 价 标准 。评价 的 对 象

并 非本 来就是 美的 或者 善的 ,客 观的 对象性 只是 在评 价过 程中 才获 得了 主观 的价 值形 式 。当我 们用 “人

的 尺度 ”衡量 主体 的评 价活 动时 ,实 质 上所 强调 的是 合目 的性 。可 见 ,作 为价 值标 准的 “人的 尺度 ” ,不 仅

为 评价 标准提 供前 提和 基础 ,而 且是 评价中 介系 统的 主要 构件 。

其 次 ,精 神中 介的 主导 性又 表现 为评价 标准 的 非实 物 性 。评 价活 动 是 主体 自 我 参与 的 活 动 。在 这

里 ,理 性 因素 和非 理性 因素 往往 首先 充当着 评价 标准 ,并 且对 人们 选择其 他评 价标 准具 有制 约性 。理 性

和 非理 性作为 非实 物性 的评 价标 准 , 各 自发 挥着 自己 的特 殊功 能 。一方 面 ,主 体的 评价 活动 总是 在一 定

的 背景 知识和 理论 前提 下进 行的 。人 的感 知 、理 性思 维能 力和 自我 意识 水平 等理 性因 素 ,不 仅影 响评 价

活 动的 效率 , 而 且 影响 评价 的逼 真性 和逼真 度 。另一 方 面 , 评 价 活 动并 不 完 全 取决 于 理 性的 作 用 , 在 一

定条 件下 ,非 理性 的作 用更明 显 、更重 要 。弗 .布 罗日 克 特别 看 重非 理 性 因 素对 于 评 价的 作 用 , 他 指出 :

“评 价必 然以 选择 评价 的等 价物 作为 前提 。这种 选择 不仅 将主 体以 往的 经验 ,而 且 首先 将主 体的 现实 的

兴 趣纳 入评价 的过 程 。主体 的兴 趣深 刻地 影响 着评 价 的结 果 ” 。“主体 在 一 定的 认 识 水平 上(而 往 往 不

顾这 个水 平)选择 评价 等价物 时 ,他 们 的 需要 和 兴 趣具 有 决 定 的作 用 ”
[ 6]
(第 67 , 68 页)。事 实 的 确 如此 。

每 一个 评价主 体总 是选 择符 合它 的需 要和 兴趣 的那 种 东西 作 为评 价 的 等价 物 。这 种 评 价的 等 价 物 , 即

兴 趣 、情 感 、情 绪 、直觉 等非 理性 因素 ,虽 然 是非 实物 的 ,却 充当 着无 形的 、内在 的评 价标 准 。在评 价活 动

中 ,如 果 说理 性提 供思 维框 架 、实 践理 念和 有关 信息 的话 ,那 么 ,非 理性则 指向 善的 价值 和美 的价 值 。善

和 美 ,都 是根 据主 体内 在的 尺度 所作 出的价 值判 断 , 而 非 理性 因素 就是这 种内 在尺 度的 具体 表现 。非 理

性 不仅 影响评 价过 程 , 而 且 影响 评价 结果 。如果 一个 人 喜爱 或 厌恶 某 事 物 , 那 么 , 当 他 与 其 接触 时 就 会

产生 某种 不受 理智 控制 的情 绪 。在这 样的 情绪 支配 下 的评 价 活动 ,难 免 作 出不 切 实 际的 结 论 。事 实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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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于 激烈 的情 绪和 情感 , 无 论 它是 积极 的还 是消 极的 ,都 可 能对 评 价活 动 起 破 坏作 用 和 对评 价 结 果

产 生负 面影响 。说 到人 的情 绪 , 不 能 不考虑 它的 强度 问题 ,不 同强 度的情 绪对 评价 具有 不同 的作 用 。如

果 情绪 过于激 烈 , 就 有 可能 脱离 “物的 尺度 ”和扭 曲 “人的 尺度 ”而导 致评 价失 真 。偏激 更是 评价 的大敌 ,

它 只 能引 出错 误的 评价 结果 。可 见 ,评 价的 心理 运作 过 程是 在 评价 情 境与 主 体 心 理背 景 系 统的 交 互 作

用 下 ,在 情感 与意 志的 调控 中凭 借逻 辑的或 理性 的思 维方 式具 体展 开的 。非 理性 作为 评价 的内 在因素 ,

只 有在 与理性 因素 共同 作用 下才 能使 评价 达到 合规 律性 与合 目的 性相统 一的 境界 。理 性和 非理 性是 主

体 评价 活动的 内在 精神 性尺 度 , 离 开 这种尺 度的 评价 是不 可能 的 。

非实 物性 的评 价标 准是 多样 的 。主体 的评 价活 动并 不 局限 于 主体 内 在 的 精神 性 标 准 , 非 实 物 性 的

评 价标 准也往 往以 某种 外在 的方 式在 评价 活动 中发 挥作 用 。规范 就是如 此 。自有 人类 以来 就存 在着 两

种 规范 :技术 规范 和社 会规 范 。前者 根据人 们对 自然 的 认识 而 制定 ,它 调 整 着 人与 自 然 的关 系 ,是 人 们

合 理利 用自然 力 、劳动 工具 和改 造劳 动对象 的行 为准 则 , 包 括 操作 规程 、技术 规程 等 ;后 者是 调整 人与 人

之 间关 系的准 则 , 包 括 政治 规范 、法律 规范 、道德 规 范 、宗 教 规 范 、习俗 礼 仪 等 。规 范是 人 们 按照 一 定 价

值标 准制 定的 ,因 而也 是人们 应当 遵守 的准 则 , 它 调 节 着创 造 价值 的 对 象性 活 动 。不 仅 如此 ,规 范 更 是

评价 的手 段 , 它 使 评价 成为可 能 , 并 决 定着 评价 的形 式 。规 范作 为 标准 ,在 评 价 活 动中 充 当 着客 观 价 值

对 象性 的主观 等价 物 , 成 为 主体 评价 活 动 的 价 值 导向 。如 法律 规 范 作 为 一 种 评价 标 准 ,在 法 官 对 被 告

人 、警官 对被 警示 人 、律 师对 当事 人 ,以 及某 一社 会个 体 对其 他 社会 个 体等 的 行 为 的合 法 性 评价 中 具 有

非 常重 要的意 义 。规范 在评 价中 的这 种特 殊重 要意 义决 定了 主体 在评价 每一 种具 体行 为或 者具 体关 系

时 ,都 必 须对 规范 进行 优化 选择 。如 果选择 的规 范反 映 着评 价 主体 的 现 实 的 、真正 的 利 益 , 而 且 符 合 主

体现 实的 社会 实践 的要 求 ,那 么评 价就 趋向 正确 ,反 之 则不 然 。进 而言 之 ,主 体 对 世界 的 认 识是 由 无 数

个观 点构 成的 ,这 些观 点往往 又作 用于 评价 活动 ,甚 至 于成 为 评价 的 规 范或 标 准 。科 学 作为 知 识 体系 ,

无 疑也 具有规 范的 意义 ,尤 其是 科学 方法和 科学 价值 观更 能为 主体 评价 活动 提供 有效 范式 ,因 而 日益 成

为 评价 的手段 或标 准 。

最 后 ,精 神中 介的 主导 性还 表现 为它对 于物 质中 介 具有 引 导 和调 控 作 用 。主 体评 价 活 动的 手 段 或

工 具 ,有 些属 于物 质形 态 ,而 更多 的则 属于 精神 形态 。即 使是 物质 形态的 评价 手段 或工 具也 往往 受着 精

神 中介 的引导 或调 控 。评价 的前 提是 搜集 信息 ,评 价 的 过程 是 加工 信 息 , 评 价 的结 果 是 发布 信 息 , 整 个

评 价过 程都离 不开 信息 的作 用 , 而 信 息的传 递 、贮藏 、加 工 则要 以 语言 为 载 体 。美 国学 者 罗 京说 过 :“如

果 没有 语言或 者某 种先 于语 言而 近似 语言 的东 西 ,我 们 对于 环 境的 知 识就 会 局 限 于我 们 自 己感 官 所 告

诉 我们 的知识 ”
[ 8]
(第 71 页)。杜威 从社 会关 系的 意义 上提 出了 近似 的观 点 ,他 说 :“语言 是至 少 在两 个 人

之间 交相 作用 的一 个方 式 ,一 个言 者和 一个 听者 ;它 要预 先 承认 一 个组 织 起 来 的群 体 ,而 这 两个 人 是 属

于这 个群 体之 内的 ,而 且 他们 两人 是从 这 个群 体 中 获得 他 们 的 言语 习 惯 的 。所 以它 是 一 种关 系 ”[ 9](第
150 页)。语言 的作 用不 仅是 表 达 , 更 重 要 的是 沟 通 。因 此 ,信 息 和 语 言 也 就 成 了 评 价 的 基 本 工 具 或 中

介 。然 而 ,信 息作 为信 源发 出的 能量 、质量 等 ,在 经过 信 道传 出 而到 达 信宿 后 所 产 生的 作 用 和效 果 往 往

是 一种 精神客 体 。同理 ,语 言是 思想 的直接 现实 ,它 不过 是思 想的 物质外 壳 。自觉 的评 价活 动是 与有 意

识的 主体 的信 息交 流联 系在 一起 的 。评价 的过 程是 主体 用 感觉 器 官搜 集 价 值 信息 ,用 大 脑 加工 整 理 价

值 信息 ,以 及 根据 需要 在多 种价 值信 息 中 选 择 评 价标 准 、形成 评 价 意 见 的 过 程 。从 社会 评 价 的 角 度 来

说 ,价 值 信息 的搜 集或 发布 是通 过两 种渠道 进行 的 :或是 舆论 ,包 括 个体 的肯 定性 意见 或否 定性 意见 、新

闻 媒体 传递的 评价 倾向 或结 论 , 以 及 以艺术 形式 流传 的民 谣等 ;或 是专门 机构 以文 件的 形式 发布 的评 价

意见 。舆 论是 社会 公众 对某 些事件 、现 象或 人 们 行 为 的 评 价和 态 度 ,它 表 征 着 主 体 对事 物 (包 括人 、行

为)的倾 向性 意见 ,是 评 价的 一种 基本 形式 。专 门机 构以 一 定载 体 发布 的 评 价 意见 ,代 表 着 群体 或 社 会

整体 对某 种事 物现 象的 评价 和态 度 。无论 是以 舆论 形式 表 现的 评 价信 息 ,还 是 社 会特 定 机 构发 表 的 评

价 意见 ,都 是 由主 体精 神支 配的 。

德 国哲学 家卡 西尔 指出 :“符 号 化 的思 维 和 符 号 化 的 行为 是 人 类 生 活 中最 富 于 代 表 性 的 特 征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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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页)。时至 今日 ,符 号的 作用越 来越 重要 ,人 们对 符号 作用的 认识 也越 来越 深 刻 。符号 与 其所 指 称

的 事实 总是有 某种 基本 的同 一性 ,符 号的复 杂性 与符 号 所标 志 的事 实 的复 杂 性 之 间具 有 极 其紧 密 的 对

应关 系 。有些 符号 本身 就包 含有 某种 确定 的意 义 ,以 至 于能 对 所表 示 的事 物 预 先 确定 出 非 常重 要 的 意

义 。符 号不仅 表达 事实 关系 ,而 且体 现人与 人之 间 的相 互 关系 。不 仅 如 此 , 符 号还 是 一 种思 维 方 法 , 它

以其 所包 含的 意义 去理 解 、解 释和 评价 它所 指称 的 对象 ,并 赋 予对 象 以 某种 意 义 。因 此 , 符 号也 就 成 为

主 体评 价活动 的必 要中 介 。然而 ,就 符号的 系统 结构 而言 ,它 主要 不是实 物性 的 。符号 的系 统结 构包 括

形象 符号 系统 和抽 象符 号系 统 。抽象 的符 号系 统是 非实 物 的 , 形 象 的 符号 系 统 中 那些 凭 直 观感 知 的 和

能直 接表 达最 简单 意义 的东 西 ,有 些 虽 然 具 有 实物 属 性 ,但 随 着 社 会 的 发展 , 其 适用 范 围 会 越 来 越小 。

对 于复 杂的评 价活 动来 说 , 主 要 不是 运用形 象的 或实 物性 的符 号 , 更 多的 是运 用被 客观 化了 的抽 象的 思

想和 概念 符号 ,包 括以 语言 、文字 、图像 等形 式表 达出 来 的 精神 产 品 。即使 是 对 形 象的 或 实 物性 的 符 号

的 运用 ,也 总 是受 制于 评价 主体 某种 精神因 素的 引导 或调 控 。可见 ,评 价 中介 虽然 包括 实物 成分 和精 神

成 分 ,但 就二 者的 关系 及其 在评 价活 动中所 处的 地位 和发 挥的 作用 来说 ,精 神 中介 具有 主导 性 。

[ 参 　考 　文 　献 ]

[ 1] 　[ 德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马 克 思 主 义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23 卷[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1972.

[ 2] 　[ 德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 4 卷[ M.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5.

[ 3] 　[ 德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46 卷(上)[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1979.

[ 4] 　[ 德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3 卷[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2.

[ 5] 　[ 奥 ] A.阿 德 勒 .自 卑 与 超 越[ Z] .北 京 :作 家 出 版 社 , 1986.

[ 6] 　[ 捷 ] 弗·克 罗 日 克 .价 值 与 评 价[ M] .上 海 :知 识 出 版 社 , 1988.

[ 7] 　[ 德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 3 卷[ M.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5.

[ 8] 　[ 美 ] 罗 京 .人 类 的 知 识 [ M]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 1983.

[ 9] 　[ 美 ] 杜 威 .经 验 与 自 然 [ M]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 1960.

[ 10] [ 德 ] 恩 斯 特·卡 西 尔 .人 论 [ M] .上 海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 1985.

(责任 编辑 　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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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 majoring in M arxism philosophy and DENG Xiao-ping' s theory.

Abstract:Appraise has th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 of generally know activity , It also h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ig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ly know activity .It is one kind specially know activity

that taking fo rm value to judge as main mission.Appraise subjective , appraise object and appraise

intermediary to form o rganic w hole appraised.Appraise subjective carry on appraising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purpose.It have very st rong it' s ow n stipulating nature;Appraise object is not unrest rained things , but it

is “personification” tangible;Appraise intermediary is a combined system that spirit is leading.

Key words:appraisal activity;appraise subjective;appraise object;appraise inter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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