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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相融的新视野
‘——《工作哲学引论》评价

张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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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晓元教授所著的<工作哲学引论>开辟了工作哲学的新学科、新领域。从思想逻辑上看，<工作

哲学引论>填补了工作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空白；从研究内容上看，<工作哲学引论>成就的工作哲学理论体

系奠定了工作哲学的理论基础。<工作哲学引论>成就的工作哲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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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元教授所著的<工作哲学引论>【11于2009年lO

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后。即引起一定社会反响。该

著作探究了工作世界的意义结构。是工作哲学的奠基性

著作，开拓了工作哲学新学科、新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

创新价值和现实应用意义。

一、从思想逻辑上看。国内外尚未生成独立的

工作哲学理论体系。‘工作哲学引论>填补了这一空白

国内外学界对人的本质、实践与生活世界的研究。

虽有工作世界视域，但其思想还散存于或蕴含在技术哲

学、生活哲学、管理哲学以及实践哲学等理论和学科中．

尚未摆明人的工作世界本质。更未生成独立的工作哲学

体系与结构。哲学一开始就漠视工作世界。试图为人与

世界寻求缺失工作内涵的本体支撑。古代哲学把入客体

化。在主体之外的自然客体和精神客体中追寻人的本

质；近代哲学把人主体化，在主体自身的自然本性和精

神本性(主要是理性精神)中探求人的本质；。现当代哲

学”试图扬弃以往客体化或主体化本质的单面性，把人

的本质归结为主客体统一或主体间的生活、交往、行动

共同体。但这些只是意向性的存在，是直觉化、自我意识

化甚至潜意识化的生成与呈现。现当代以来，就是这种

意识层面或抽象视阈对生活世界的热衷遮蔽了哲学对

人的工作世界本根、本质的漠视和遗忘。始于胡塞尔的

现代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使哲学长期滞留于对生

活世界的关照。生活哲学是走向工作哲学的逻辑先声。

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意识到工作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本

根性以及主体间微观工作共同体的意义。而这一点是受

了马克思的影响才有了哲学的灵光。

可以说，马克思一生都在注视人特别是民众的工作

世界。并把未来“真实共同体”的工作世界摆置于人的生

活、实践和意识存在的本质层面．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

批判和改造重任注定了他更多地诉诸总体的社会物质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未能成就关于入的工作世界本质与

意义结构的工作哲学体系。也没有提出和阐明工作哲

学、工作世界、人性化工作世界的概念。

当下国内学界对人本质的研究已从抽象实践、社会

关系层面前进到生活或日常生活的人本层次。那么。生

活与日常的意义又来自哪里?国内学界同样未抵达人的

工作世界本质。而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和管理

学、职业生涯设计等学科则一直在关怀入的工作，如美

国管理学家杜拉克(又译德鲁克)就讲了很多“工作的哲

学”．但这些都是非哲学世界观意义的具体关切。

综上．国内外学界关于工作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空

场，为工作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工作哲学引论)填

补了这一空白。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工作哲学引论>

成就了独有的工作哲学理论体系

‘工作哲学引论)成就的工作哲学理论体系，从概

念、体系等研究内容上开辟了工作哲学新学科、新领域。

工作哲学是研究工作世界意义结构的理论体系，包涵工

作世界观、价值观、生存论和方法论。工作世界是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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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范式。人性化工作世界的意义结构是其核心价值体

系。从工作哲学研究的实体内容看。这一概念的内涵是

工作哲学自己独有的存在和内蕴、结构和框架。不同于

其它哲学的样式和体系。其一，新生的概念范式。论著提

出和阐明了工作、工作世界、工作世界总体性、人性化工

作世界等工作哲学的核心概念范式。提出和阐明了社会

工作世界、单位工作世界和个人工作世界以及工作力、

工作关系、工作价值、工作理念、工作目标等一系列工作

哲学范畴，而人性化工作世界是其核心概念范式，并总

体化其它概念范式。其二往h有的内容体系。全书共分七

章．第一章考察了人性化工作世界概念提出的理论前

缘，把科学发展观的人本范式归于和谐人，又把和谐人

的本质归于人性化工作世界：第二章解析了工作世界演

化的历史范式和人性化趋向。是人性化工作世界概念形

成的历史逻辑；第三章透视了马克思和许茨的工作世界

思想。是人性化工作世界概念的学理考察和论证；第四

章阐明了人性化工作世界的总体性、结构本质、事业形

式、价值生成和精神文化，是人性化工作世界的现实解

构，是工作哲学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五章“人性化工作世

界的现实冲突”和第六章“人性化工作世界的建构趋

势”．是人性化工作世界意义结构的现实展延和深化；第

七章是应用研究。即用新生的工作哲学理论和方法探究

大学教育的工作世界本质和办学工作框架。由此，成就

了由一系列基本概念和理论构成的、概念和内容关联性

十分密切的关于工作世界总体意义结构的工作哲学理

论体系。开辟了工作哲学新学科、新领域。

三、‘工作哲学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工作哲学引论)开辟了工作哲学新学科、新领域，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工作哲学引论>成就的工作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其一。开拓工作哲学新学科、新领域。第

一次系统提出和论证了工作世界、工作世界总体性、人

性化工作世界等新概念范式．成就了工作哲学理论体

系。这是一种哲学学科的创新，也是哲学研究范式的变

革。随着工作哲学的诞生和传布，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

会不断扩大，如在工作哲学基础理论上，可以进行工作

人学、工作伦理学、工作价值论、工作生存论等多个工作

哲学次级学科的研究。其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

和内容的日常化与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世

界观、价值观、方法论转换成工作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

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人、植入现实的工作世界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和内容的大众化。其三，变革

哲学意识形式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最凸显的问题是

工作世界的问题。最汹涌的意义是工作世界的意义，最

缺失的哲学是工作世界的哲学。工作哲学的诞生，是哲

学意识形式、哲学研究方法和工作世界思维方式的三重

变革。

<工作哲学引论)成就的工作哲学理论体系，其实践

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实践意义。工

作哲学为社会提供工作世界的哲学文本，提供工作世界

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存发展向度。社会越来越袒露

出工作就业问题，人越来越敞开工作世界本质与内涵。

以人为本最终要以人的工作世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取

决于构建和谐工作世界。生活关怀、民生关怀的根本是

工作就业关怀、工作环境与工作分配制度的关怀，即构

建人性化的工作世界。其二，个人存在意义。每个人都有

一个个人工作世界。筑造和追寻人性化的工作世界是人

的存在之本。工作哲学为工作着和渴望着工作的大众工

作者提供马克思主义工作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生存论

和方法论。优化和改变工作人的工作意识进而优化和改

变其现实工作存在。使其日益趋向人性化的工作世界。

工作哲学有强烈的现实性、问题性、主体性、大众性。集

学术性与可读性、理论性与应用性、教育性与实践性于

一体。具有强烈的主体应用性。面对工作世界的存在问

题和文化冲突，大众工作者需要工作哲学指向。其三，教

育意义。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哲

学文本．为大学生提供工作世界观、价值观和工作生存

论、方法论。对大学生进行工作哲学教育，可以提升就业

创业教育层次、深度和思想性，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应用性、现实性和实效性。

工作哲学倾诉了一种对哲学的新感觉：哲学即是

“与山谷和麦地相融、与现实的大地相融的精神和存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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