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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层次上研究安全

刘 跃 进
(国际关系学院 学报编辑部 , 北京 100091)

　　摘要:安全是人类生产生活众多领域和科学技术众多学科广泛涉及和研究的概

念 ,是贯穿于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具有广泛普遍性的客观存在 ,是在当今世界受到普

遍关注和重视的现实问题 ,因而需要我们从哲学层次上对其进行概括和研究 。根据

“安全”概念在日常生活及不同学科中的不同用法 ,我们认为:安全就是没有危险或免

于危险的状态。从哲学上看 ,主观与客观是有严格区别的 , “安全”与“安全感”因而也

是有严格区别的 。安全与利益 、价值 、安全度等指向客观对象的概念 ,以及安全与安

全观 、安全判断 、安全理论等指向主观意识的概念 ,其间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都需要

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入研究。安全哲学的研究 ,既具有深化安全科学研究和丰富哲

学理论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服务现实社会中人的各种安全需求的实践意义 。

摘要:哲学;安全;价值;利益;安全科学;安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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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中 ,一方面是哲学

对科学研究具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指导作

用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为哲学研究提供这样

或那样的素材并推动哲学的发展。在人类思

想发展史上 ,当具体科学中的某些概念被多

学科普遍运用和研究时 ,当有关问题涉及的

领域越来越广泛时 ,这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必然受到哲学的关注 ,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

会演变成一个超越具体科学并具有广泛普遍

性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 。“安全”概念目前

就是这样一个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

学科都正研究着的概念 ,安全问题也已经成

为一个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和众多科学研究

领域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概念和这样一个

问题 ,从哲学层次上进行概括和研究是非常

必要的。

通过中国期刊网所设“中国期刊题录数

据库”检索 ,我们发现 ,在其 1994-1996 年题

录的全部文献中 ,篇名包含“安全”一词的文

献总数为 4593篇 ,其中“文史哲”类中篇名包

含“安全”的文献数为 9篇 , “经济政治与法

律”类中篇名包含“安全”的文献数为 294篇;

在 1997—1999 年题录的文献中 ,篇名包含

“安全”一词的文献总数为 6235篇 ,其中“文

史哲”类中篇名包含“安全”的文献为 33篇 ,

“经济政治与法律类”类中篇名包含“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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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为 774 篇。这说明 ,研究“安全”问题的

文献已经比较多 。

此外 ,对检索到的篇名包含“安全”的文

献进行初步分析我们又看到 ,安全涉及到的

领域非常广泛 ,从生活 、生产 、教育 、文化到政

治 、军事 、外交 、贸易 ,都与安全密切相关;研

究安全的学科也十分广泛 ,在自然科学 、社会

科学 、心理科学 、军事科学等专业领域 ,都涉

及到安全问题。这一点 , 从 1994-1996 和

1997-1999两个阶段的题录总目及“文史哲”

和“经济政治和法律”两类中篇名有“安全”一

词部分文献中 ,我们可以得见一斑。1994-

1996年题录总目中篇名有“安全”的前 15篇

文献是:《Nd-YAG 激光照射犬消化道的安

全剂量》 、《电光性眼炎相对安全因素的实验

研究》 、《腹腔镜子宫切除手术能安全取代腹

式子宫切除术吗 ?》、《使用辐射源和激光源时

劳动安全条件的保证》 、《美国防部制订的环

境安全规划》 、《日本制定的水产食品中抗菌

性物质的安全基准》 、《核桃幼树的安全越冬

和防寒》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BK912变异株

疫苗安全及效力试验》 、《如何确保安全冰雪

路上》(网上如此)、《植保作业安全注意事

项》 、《农机安全谚语》、《新型汽车安全警示

灯》 、《关于农机安全影片受欢迎的一点思

考》 、《安全状元———张桃真》 、《农机安全谚

语》(重复出现)。1994-1996年题录“文史

哲”类中篇名包含“安全”的 9篇文献是:《波

黑内战 ———欧洲安全的一大挑战》 、《事故驾

驶员与安全驾驶员人格特征的比较研究》、

《试论三十年代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 ———

兼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为了你

和他人的安全》、《做好计算机数据的安全备

份工作》 、《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地位

和发展趋势》 、《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应注意

的几个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52号

文件的形成》 、《论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区》。

1994-1996年题录“经济政治与法律”类中篇

名包含“安全”的前 15 篇文献是:《谈银行债

权安全度的评价方法》 、《认真搞好全行业的

质量与安全整顿工作———张俊九总经理 6月

3日在兵器工业质量安全整顿工作电话会议

上的讲话》 、《兵工企业走向市场经济后安全

工作不容忽视》、《吉林汽车制动器厂抓生产

不忘安全》 、《兵器工业上半年生产和安全情

况》 、《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有哪

些?》 、《“六查六整顿”促进了安全生产》 、《必

须坚决贯彻安全第一的思想》 、《认清形势 严

格管理扎扎实实抓好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

《市场经济中企业安全生产思路与对策》 、《常

怀忧患保安全 ———六安石油分公司安全管理

拾零》 、《油库安全管理的“四到位”》 、《苏波关

系(1933-1939)———集体安全政策与“中立”

政策的冲突(摘要)》 、《怎样做好羊的安全越

冬工作 》 、《〈国家安全法〉对〈刑法〉的修改补

充》 。1997-1999年题录总目中篇名有“安

全”的前 15篇文献是:《某乙炔气工程安全综

合评价》 、《睛明穴 、承泣穴的解剖结构与安全

针刺法》 、《神秘的斯大林地下安全宫》 、《英法

海底隧道结构设计和安全设施》 、《地下垃圾

堆场安全掩埋新技术》 、《苹果幼树安全越冬

的技术措施和形态指标》 、《一种用于铁路施

工安全防护的无线报警系统》 、《单输出爆炸

逻辑网络系统安全可靠性研究》 、《鸡传染性

囊病活疫苗安全和效力试验》 、《提高警惕 充

分准备 确保安全渡汛》 、《三家店闸金属结构

安全检测与评估》 、《管好永定河 ,为确保首都

防洪安全作出新贡献》 、《老年急性心肌梗塞

静脉溶栓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探讨》、《玻璃原

料在线测水仪的应用及安全防护》、《输血前

检查 RhD 血型对保证输血安全的临床价

值》 。1997-1999年题录“文史哲”类中篇名

包含“安全”的前 15篇文献是:《冬泳锻炼的

安全阈值探讨》 、《一种安全 、速成的旱冰教学

法》、《全力以赴抓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

河南省博物馆创七年文物安全年的做法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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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作

用》 、《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安全》 、《影响亚太地

区安全保障体制形成的因素》 、《国际经济与

国家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 、《工厂安全条例

的双语翻译》 、《老年游泳的安全与卫生》 、《安

全度过变声期研究》 、《 ”天防” :太空时代的

国家安全战略》、《后冷战时期东盟国家地区

安全战略》 、《〈孙子兵法〉的安全观及当代价

值》 、《一座安全岛》 、《东北亚安全态势及走

向》 。1997-1999年题录“经济政治与法律”

类中篇名包含“安全”的前 15篇文献是:《电

子技术在汽车安全方面的应用》、《外资对我

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电算化会计信

息系统的安全控制》 、《筑起场所安全的坚固

防线》 、《经济安全问题的由来及其战略地

位》 、《哈萨克斯坦:经商与安全》、《完善民法

对交易安全之立法刍议》 、《论新刑法典对危

害公共安全罪的修订》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

国家经济安全》 、《防范金融风险 ,保障经济安

全———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几点法律思

考》 、《警察的安全防范》 、《学生防火安全必

读》 、《试论工伤保险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

《关于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安全大论战若干

问题的深入思考》 、《省防火安全委员会发出

通知 ,要求各地:迅速行动 扎实落实全国安

全生产会议精神》 。

无论中国期刊网对有关文献的学科分类

合理与否 ,如上的数据和材料都反映了这样

一个事实:安全问题涉及广泛领域 ,已为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所关注和研究 。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众多领域 、为众多学

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广

泛普遍性的概念 ,哲学如何能够避而不谈呢?

哲学如何能够不研究呢? 要深化各具体科学

中的安全研究 ,也需要我们从哲学层次研究

安全问题 ,甚至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普遍性的

安全哲学理论。

“安全”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普遍性

的概念 ,根本原因在于安全是一个具有广泛

普遍性的客观存在 。对于人来说 ,有人身安

全 、财产安全 、首脑安全 、群众安全 、人类安全

等等;对于社会来说 ,有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 、

地区安全 、全球安全等等;对于生产生活来

说 ,有生产安全 、交通安全 、居住安全等等;对

于自然界来说 ,有生态安全 、环境安全 、物种

安全等等;对于新到来的信息时代 ,还出现了

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等等 。这些都说明 ,从自

然界到人类社会 ,安全是一个具有广泛普遍

性的客观存在 。对于这样一种普遍的客观存

在 ,哲学如何能够不关注 、不研究呢 ?

早已存在的安全问题之所以在现代社会

中被人们广泛注意 ,被许多学科涉及和研究 ,

这原因又在于安全问题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

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于个人来说 ,要

实现人的权力 ,要提高生活质量 ,要为社会做

出更大贡献 ,其根本的前提便是生命的安全 。

没有安全 ,个人的生活质量必然下降;没有安

全 ,个人的社会价值就难以实现 。对于人类

来说 ,没有安全 ,就没有类的延续 ,更谈不到

发展 。对于国家来说 ,没有安全就要亡国 。

正因为安全如此重要 ,所以人们不仅从各个

学科的不同角度研究安全问题 ,而且通过各

种具体措施和实践活动来实现不同的安全需

求。生产安全有专门的理论 ,并且已经形成

了专门研究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的安全科

学 ,出版了研究安全科学的专著 ,国家经贸委

甚至成立了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同时人

们还通过各种措施千方百计来保障生产安

全。研究公共安全问题在我们国家也已形成

了专门的“公安学” ,政府各个部门特别是专

门的公安机关 ,努力通过各种措施和工作来

保障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

的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研

究和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著和文章呈现上

升趋势 ,同时在我国也已提出了建立国家安

全学的设想 ,提出了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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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世界各国也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 ,

并通过军队 、警察 、外交及专门的国家安全机

构来维护其国家安全 。这样一个重要的现实

问题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如何能够不

关注 、不研究呢 ?

二

研究安全 ,首先需要明确“安全”这一概

念 ,并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 ,而要给“安

全”下定义 ,就必须清楚安全作为客观对象的

特有属性是什么 。但是 ,由于“安全”是一个

人们在许多领域 、学科及日常生活中都经常

使用的一个语词和概念 ,而且我们对“安全”

的定义又不能违背人们的语言习惯 ,因此要

弄清安全的特有属性 ,给“安全”下一个比较

准确而能够普遍接受的哲学层次上的定义 ,

就必须了解“安全”一词和“安全”概念在以往

是如何被使用的 ,然后从“安全”的各种用法

和定义中 ,找出“安全”概念所指的客观对象

是什么 ,进一步找出作为客观对象的安全所

具有的最普遍的特有属性 ,并以这种特有属

性为根据来定义“安全”概念。这是一个研究

的方法论问题。无论我们给“安全”下什么样

的定义 ,遵循这个方法来探讨“安全”及其相

关概念的定义应该是合理的 、有益的。

虽然中外日常语言和不同学科中“安全”

的用法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我们在给“安全”

下定义时也必须考虑这种情况 ,但在定义“安

全”概念时 ,我们却不能把多种含义都包容进

去。科学和哲学理论中的许多专业术语 ,虽

然其用词与日常语言的某些词是相同的 ,但

是它们却有其更为确切的科学定义 ,而这种

定义既不能与日常语言含义相去太远 ,又要

消除日常语言中的歧义性和模糊性 ,取得科

学要求的准确性和唯一性 。这也是形式逻辑

同一律的基本要求 。因此 ,尽管“安全”一词

在中外不同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含义 ,但在专

门研究“安全”概念时 ,却不能因此把各种不

同含义都包容在“安全”概念的定义中。我们

在此不准备对古往今来“安全”一词的不同用

法及人们对“安全”下的不同定义作深入探

讨 ,只是根据我们此前的研究指出 ,“安全”及

相应的英文“security”一词 ,具有大致相同的

含义 ,即表示“免于危险”或“没有危险”的状

态。这种大致相同的含义 ,就是“安全”一词

的基本含义。同时 ,这种含义所指向的 ,正是

安全的特有属性。据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定

义:安全就是没有危险或免于危险的状态 。

至于危险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拟或内外皆有 ,

以及如何消除危险而达到安全 ,这则是需要

进一步从哲学高度来深入研究的。

哲学不仅需要揭示“安全”的内涵外延并

合理地给出定义 ,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

安全相关的其他一些基本概念 ,揭示安全的

本质和安全活动的规律等 ,建立起安全理论

甚至安全哲学 。

从哲学上看 ,主观与客观是有严格区别

的 ,因此我们认为 ,当有人把“安全感”作为

“安全”的内容包容到安全概念中时 ,便混淆

了“安全”与“安全感”这两个分别指向客观和

主观的不同概念 。事实上 ,安全是没有危险

的客观状态 , “安全”概念指向的正是这样一

种客观状态;安全感则是对主体自身安全状

态的感性认识 , “安全感”概念指向的也是这

样一种主观状态。不从哲学中主观与客观关

系理论的高度认识“安全”与“安全感” ,我们

就容易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 ,同时也

认为安全是一种利益 ,一种价值 。在传统哲

学理论中 , “利益” ,特别是“价值” ,是早已受

到关注的重要概念 ,哲学家们甚至已经建立

起价值哲学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价值哲学已

有的理论来研究安全问题。研究并认清“安

全”与“利益” 、“价值”等概念的关系 ,特别是

它们所指对象之间的客观关系 ,既是安全哲

学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同也对深化不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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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学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初步

来说 ,我们认为 ,在“安全” 、“利益” 、“价值”三

个概念之间 , “价值”是一个包容了“利益” 、

“安全”两个概念(不限于这两个概念)的外延

最广泛的属概念 , “利益”是一个表达正面价

值的概念 ,它的外延比“价值”小 ,但比“安全”

大 ,是“价值”的种概念 , “安全”的属概念。

“安全”也是一个表达正面价值的概念 ,但它

的外延比“利益”小 ,是“利益”的种概念 。这

就是说 ,安全是一种利益 ,属于利益 ,但不是

利益的全部;利益包括了安全 ,然而却不局限

于安全 ,除了安全利益之外 ,还有其他更广泛

的利益 。很明显 ,我们在这里把安全 、利益 、

价值都看成了一种客观存在 ,更准确地说是

一种客观关系 ,而不是一种主观关系 ,也不是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笔者在早些年发表的

《价值·与人相关的价值·人的价值》一文中 ,

对价值是客观存在已经作过论述 ,这种论述

同样适用于利益和安全。

安全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存在 ,从理论

上讲应该是可以度量的 ,而度量安全的概念

可以称为“安全度”。安全度就是免于危险的

客观程度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制定一个统

一的量化标准从数量的精确性上来刻划安全

度 ,但我们却可以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对安

全度作一定的质的描述。如果把完全不受威

胁的安全度界定为 1 ,把受到现实侵害的安

全度界定为 0 ,那么从理论上说还是可以通

过找到具体的安全参数 ,并把这些安全参数

量化 ,以达到对安全度的量的刻划。这是需

要进一步探讨 、研究和摸索的问题。这个问

题既需要从哲学上给出质的一般规定 ,更需

要从数学上给出量的精确描述。对此 ,我们

可以借鉴具体针对不同主体的安全研究中所

提出的量化标准 ,例如生产安全中的量化标

准 ,人身安全中的量化标准 ,交通安全中的量

化标准等等 ,来寻求一个普遍的安全度的测

量标准 。在这里 , “安全”与“不安全”是安全

度的两种状态 。理论上和定义中所描述的安

全 ,可以说是安全度为 1的安全 ,也就是不受

任何威胁与侵害的完全安全状态 ,即安全的

理想态。这可以说是绝对安全 。这就象自由

落体公式描述的是没有任何阻力的理想状态

下的自由落体一样 。这种理想化是抽象的结

果 ,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但是 , 在现实

中 ,安全度为 1的理想的安全状态基本上是

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百分之百的安全在客观

上是难以实现的 ,实际存在的都只能是一定

程度上的安全 。这便是相对安全。当安全不

是百分之百 ,而是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种安全

中便包含着不安全 。现实中的安全都是相对

的 ,不安全则是绝对的。

三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安全 ,既需要对客观

存在的安全及其相关问题作深入探讨 ,也需

要研究不同学科对安全的研究及其在这些研

究中形成的一些普遍性概念 、理论 、原理和问

题。哲学不仅要概括科学研究中揭示出来的

普遍性概念和规律 ,而且还需要对科学研究

进行研究 ,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同样 ,对安

全研究来说 ,哲学需要对不同学科的安全研

究进行研究 ,为不同学科的安全研究提供哲

学基础和方法 ,以便从哲学的高度指导具体

科学中的安全研究 。本文不对这个问题进行

全面概括和总结 ,而只想从与安全相关的一

些属主观认识方面的概念入手 ,说明安全认

识和安全研究形成了一些什么基本概念和理

论形态。就目前笔者所见 ,这里需要涉及的

概念包括:安全感 、安全观 、安全判断 、安全理

论 、安全科学 、安全哲学等 。

安全感是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体验及

经验性判断。安全感是主体对自己的“自我

感觉” ,而不是对外部的“对象感觉” ,因为人

们对他人或他物安全的感觉 ,不能称为安全

感。所以 ,把“安全感”说成“人们的心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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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的 ,确切说应该是人们对自己安全状

态的心态 。首先 ,安全感不同于安全 ,安全是

客观状态 ,安全感是主观体验 。安全与安全

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并且安全的构成也不

包括安全感。其次 ,安全感是针对安全主体

自身而存在的 ,而不是针对其他主体而存在

的。第三 ,安全感是以非理性为主导的体验。

一般情况下 ,非理性的自我体验是安全感的

主要内容 ,在安全感中占主导地位 ,而经验理

性的自我判断是安全感的次要内容 ,在安全

感中居于次要地位 。第四 ,安全感与安全的

关系比较复杂 ,两者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正比

或反比关系。

安全判断与安全感一样也是客观安全状

态的一种主观反映 ,但它不同于安全感之处

起码有两点:第一 ,安全判断的对象不仅是判

断者自身的安全状态 ,而且还包括了对其他

对象安全状态的判断。第二 ,安全判断在层

次上高于安全感 ,理性思维在安全判断中占

据主导地位。第三 ,安全判断的主要内容是

对不同主体安全状态的具体认知和评价 ,属

于价值判断。安全判断通常针对特定主体 ,

并且局限于对其安全与否及安全程度的认知

和断定。

安全观是对现实安全问题的综合性的理

性化的认识。第一 ,它以理性思维为主导 ,但

没有完全排除非理性思维和感知 ,包括着一

般的安全感和安全体验 ,是对安全问题的广

泛经验 、认识和研究 。第二 ,它不局限于具体

的安全对象 ,而是现实安全问题的普遍认识。

第三 ,它不局限于对安全状态与安全价值的

认知 ,而广泛地涉及到现实安全如何形成 ,如

何获得安全等一系现实安全问题 ,是对现实

安全问题的综合性思考及其结果。第四 ,它

的认识重点在安全的现实问题上 ,而对与现

实联系不太密切的一般普遍性的安全理论问

题 ,特别是安全的本质 、安全的属性等 ,并不

给予特别关注 ,或者不是其关注的重心 。

安全理论是对安全基本问题(包括基本

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理论性系统性的认

识与表达 。就象世界观被系统化理论化之的

就形成为哲学一样 ,安全观如果上升到系统

化理论化的高度 ,也便成了安全理论。

安全理论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对安

全问题的实证性思考与研究 ,这便是安全科

学 ,另一种是对安全的普遍性问题的思辩性

研究 ,这便是安全哲学。对于安全科学来说 ,

它又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用实证方法研究安

全的普遍性问题 ,这便是普通安全学;二是用

实证方法研究某些特殊领域的安全问题 ,这

便是具体安全学科 ,如公共安全学 、国家安全

学等 ,在这些具体安全学科下 ,还可以有更具

体的安全学科 ,如治安学 、材料安全学等 。

至于安全哲学 ,这正是本文提出从哲学

层次上研究安全问题后需要解决的安全理论

问题 。当然 ,本文也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

而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在哲学体系中引

入“安全”概念 ,研究安全问题 ,建立安全哲

学 ,需要哲学界和其他具体安全学科研究者

共同努力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较

长的时间 ,但追求这一目标则需要从现在开

始。这既是深化具体安全科学研究的需要 ,

也是丰富哲学理论的需要;既具有深化安全

科学研究和丰富哲学理论的深远的理论意

义 ,又具有服务现实社会中人的各种安全需

求的直接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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