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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文化的活力思想探究
王道庆

中共三门县委党校，浙江省台州市，317100；

摘要：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活力思想，构成了对人类生命本质与创造潜能的重要哲学探索，本研究基于历史与理

论的双重视角，系统考察了“活力”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的演进轨迹，通过这一历时性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活力

思想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形态与实践价值。研究发现，西方活力思想不仅为文明演进提供了

持续的精神动力，其强调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超越性等核心特质，对解决当代社会中的异化困境与价值危机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为现代人重建生命意义与实现自我超越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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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技术理性日益渗透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人

类主体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异化危机，工具理性的扩

张导致人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效率指标，生命

的多维意义面临被消解的危险，这一现实困境促使人们

重新审视西方传统文化中关于生命活力的思想资源。本

文试图通过系统考察这一思想传统的历史演进与理论

内涵，建立一个理解西方活力思想的整体框架，研究将

着重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如何阐释生命活力的

本质特征，以及这些理论资源对当代个体在异化环境中

实现自我价值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1 西方活力思想的内涵

西方活力思想作为一种深植于西方文明内核的哲

学传统，其本质特征在于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与生命创

造力的推崇。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

腊文明时期，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持续发展的理论

形态，从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到普罗米修

斯神话的隐喻，早期西方思想已展现出对人性潜能的探

索意识，该思想传统呈现出独特的辩证特征，一方面通

过酒神崇拜彰显生命本能的原始力量，另一方面又在雅

典学派的理性思辨中体现对生命力量的规约与引导。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实践进一步丰富了活力思想的

内涵，彼特拉克的登山壮举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创作，

以不同形式诠释了人类突破自身局限的可能性，启蒙运

动时期，思想家们将这种活力思想推向新的理论高度，

伏尔泰的批判精神与富兰克林的科学探索，共同建立了

理性时代的活力范式，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这一思想传

统提供了科学支撑，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与罗杰斯的

人本主义观点，均可视为活力思想在心理学领域的具体

呈现。

当代科学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活力思想的合理性，神

经科学揭示的大脑可塑性特征，积极心理学提出的“心

流”理论，以及管理学中的赋能理念和教育学的成长型

思维，都在不同维度上延续和发展着活力思想的核心主

张。这种思想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准

确把握了人类存在的双重本质，既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又是自我塑造的主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活力

思想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历史影响上，更在于它为理解

人类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了属于西方的理论框架。

这一思想传统所蕴含的突破与超越精神，构成了西方文

明对人类思想宝库的贡献。

2 西方活力思想的历史演进

2.1 古希腊：理性与逻辑的奠基

西方思想史中对生命活力的理论建构始于古希腊

哲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通过严谨的理性探索，

初步构建了关于生命本质的系统性哲学阐释。赫拉克利

特提出的“万物流变”学说，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

条河流”这一著名命题，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生命存在

的动态本质，这种将变化视为实在之根本特征的观点，

不仅突破了早期自然哲学对永恒本原的静态理解，更重

要的是为后来过程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雏形。苏格拉

底的哲学转向标志着活力思想的重要转折，他通过“产

婆术”这一独特的辩证法实践，将哲学关注点从自然转

向人的灵魂，在认识论层面确立了理性思维作为生命价



2025 年 1 卷 2 期 Anmai/安麦 当代教育与艺术

151

值实现的核心机制，其“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的

命题，不仅强调了反思性对于生命意义的重要性，更在

方法论上开创了通过对话激发思想活力的实践路径。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发展的灵魂三分说，通过驭手驾驭

两匹马的著名隐喻，构建了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调控模

型，这一理论创新不仅首次系统阐述了灵魂各要素的层

级关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理性在生命活力实现过程中

的主导地位，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亚

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发展的潜能与现实理论，代表了

古希腊时期对生命活力问题最系统的哲学阐释，他的目

的论解释框架，特别是关于实现活动与完全实现的区分，

不仅为理解生命从潜在到现实的转化过程提供了概念

工具，更在形而上学层面确立了生命活力的内在目的性。

这些奠基性的理论建立共同形成了西方哲学理解

生命活力的概念体系，其中几个关键特征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理性被赋予引导生命力量实现其本质的重要功能，

这一取向奠定了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的传统；其次，对

生命现象的解释逐渐从自然哲学的本原探讨转向对人

的灵魂及其活动的系统分析；最后，各种理论虽然侧重

点不同，但都试图在变化与永恒、物质与形式、潜能与

现实等辩证关系中把握生命的本质特征。这些思想成果

不仅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和近代哲学提供了重要资源，

其理论影响甚至延续至当代生命哲学和过程神学的讨

论之中。

2.2 基督教：人身关系的张力

基督教时期见证了西方生命活力思想从古典自然

哲学向神学人类学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变不仅重构了人

类对生命力量的理解方式，更在形而上学层面确立了新

的解释范式。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

等著作中发展的“神圣不安”理论，将这种内在活力进

一步系统化，他创造性地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与基

督教创世论相结合，提出人类灵魂对上帝的永恒渴慕既

是原罪造成的存在性缺憾，也是推动精神超越的根本动

力，这种在恩典论框架下建立的神人互动模式，既保持

了上帝的绝对超越性，又为人类活力的神圣来源提供了

理论依据，形成了独特的“恩典—自然”辩证关系。13

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通过《神学大

全》等著作，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说引入基督教思

想体系，他创造性地提出“分有说”，认为人类理性通

过分有神圣智慧而获得认知活力，这种理论为解决信仰

与理性的传统对立，以及在认识论层面确立人类精神活

动的本体论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的注释工作，为经院哲学理解人类认知活力

提供了细致的分析框架。

从思想史的整体视野来看，基督教时期的活力理论

转型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特征，首先是在方法论

上完成的神学人类学转向，将活力问题从宇宙论讨论转

向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其次是建立起恩典与自然的

辩证统一关系，既保持神圣超越维度又肯定受造界的价

值；最后是通过宗教改革实现的活力主体个体化转向，

为现代主体性哲学准备了关键的理论前提。这些发展不

仅重塑了西方思想传统中对生命力量的理解方式，更通

过新教伦理等渠道，深刻影响了现代性的形成过程，正

如保罗·蒂利希在《系统神学》中指出的，基督教对“新

存在”的期待，本质上包含着对生命活力最终实现的末

世论维度，这一思想线索持续影响着当代关于人类潜能

与超越的哲学讨论。

2.3 文艺复兴：个体自由的觉醒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构成了西方活力思想发

展的关键转折点，这一阶段的思想演进呈现出从神学桎

梏到人文解放的显著特征。但丁在《神曲》中构建的宇

宙图景，通过地狱、炼狱至天堂的垂直上升结构，不仅

展现了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世界观转型，更重要的

是隐喻了人类精神突破等级秩序、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

性。这种文学想象所蕴含的活力观念，在彼特拉克的《秘

密》中得到更为个体化的表达；作为“人文主义之父”，

彼特拉克通过虚拟对话形式展现的内心挣扎，实际上反

映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在传统权威与个体理性觉醒之间

的深刻张力，这种张力本身构成了活力迸发的必要条件。

这种对生命冲动的肯定性阐释，不仅预示了后来尼采对

酒神精神的推崇，更为理解人类创造力的多元来源提供

了重要视角，伊拉斯谟虽然肯定生命活力的价值，但仍

坚持这种活力需要在基督教框架内获得其正当性，这种

平衡态度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转型的渐进特征。

启蒙运动将活力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其最显著

的特征在于实现了从个体德性向社会动力的转化。伏尔

泰通过《哲学通信》等著作建立的批判理性传统，不仅

打破了宗教蒙昧主义的束缚，更重要的是把思想自由作

为活力源泉；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工程则通过知

识系统化与普及化，将这种理性活力转化为改造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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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力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理

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个人活力与集体秩序的矛盾关系，

为现代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活力整合的理论模型；康德的

批判哲学最终为这一时期的活力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

础，他在《什么是启蒙？》中强调的“自我思考”原则，

不仅是对理性自主性的宣言，更是对每个个体作为活力

主体的平等地位的确认。从思想史的整体脉络来看，西

方活力思想始终保持着辩证发展的特征。尼采在《悲剧

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延续了

伊拉斯谟对非理性价值的肯定；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理论，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对

生命活力的压制，又通过实践概念肯定了人类改造世界

的能动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通过本我、自我

与超我的动态平衡模型，为理解活力实现的心理学机制

提供了新视角。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传统，使西方

活力思想始终保持着自我更新的理论活力。

在当代语境下重审这一思想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一方面，它帮助人们理解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活力

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其中关于理性与非理性、

个体与集体、传统与创新等辩证关系的思考，为应对全

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提供了有益参照，正如哈贝马斯在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的，启蒙方案的未完成性

恰恰在于它始终保持着对新型活力形式的开放性，这种

开放特质不仅构成了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特征，更为人

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3 西方活力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方活力思想传统呈现

出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催

生了新型的算法规训机制，深刻重塑了人类的行为模式

与认知结构，在这一语境下，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

为消解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则系统揭示了标准化管理范

式对创造性思维的压制机制；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

质”命题为理解现代职场中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存在主义

分析框架，而第欧根尼的哲学实践则从伦理学维度诠释

了精神自由的本质内涵。在知识经济与创新驱动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硅谷文化所倡导的创业精神与苏格拉底的

“无知之知”形成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对话，马斯克提

出的多星球物种构想，在思想谱系上可追溯至皮科·德

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阐述的人类自我超越

性命题，现代心理学领域关于“成长型思维”的实证研

究，则为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理论提供了科学验证。

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多重挑战，西方活力思想展现出

独特的理论整合能力，在生态哲学领域，它既批判了人

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局限，又避免了生态决定论的消极

倾向；在社会关系维度，该传统创造性地融合了康德的

道德目的论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神经科学关于脑可塑

性的研究发现，以及积极心理学对心流体验机制的实证

研究，不仅为活力思想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更使其

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理论生长点与实践可能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中活力思想的历史

考察与理论分析，能够得出从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到启蒙

运动的理性觉醒，这一思想传统始终进行对生命本质的

一种深刻把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演进逻辑。在快速变

迁的现代社会中，值得珍视并创造性转化这一文化遗产，

使其成为在建立人文关怀和主体自觉生活方式方面的

一种文化养分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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