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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的自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经过80年代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本质、

哲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转变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  90 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射到人本身,  对人的存在进行总

体性的反思, 由此形成自觉的人学形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中国的人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一般的、形而上的纯

理性反思的层面, 开始在现实的文化转型之中, 在新儒学、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冲突之中去揭示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

模式的现状及其转型机制。这种关于人之存在的文化哲学视野十分重要, 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只有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及其

转型与演化才能说清楚。 

进一步说, 人学研究的这种文化哲学视野不仅对于揭示人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

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学承载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

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 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应当看到, 文化建设任务的提出抓住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 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表明, 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 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由

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因此, 现代化必然涉及人和社会各个主要方面的变化, 它是一个总体性进

程。从大的方面着眼, 统一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包含两大方面: 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

现代化;  一是以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转型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显而易见,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

出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的任务,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 就是以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自身的现代化, 即中国民

众由凭借经验、传统、习俗、情感而生存的自在自发的传统主体,  向凭借理性、规则、法制而生存的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文化转

型。这正是转型时期中国人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主题。  

为了真正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文化转型和人自身现代化的主题, 使中国人学研究真正承载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

设”的使命, 我们必须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人类的发展状况, 尤其要深入探讨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背景的特殊表现。这是因

为, 虽然任何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 但哲学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意识到或自觉到自身的人学内蕴。实际

上, 人学的自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说来, 每一时代人学研究主题的确立都同该时代人类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种

意义上可以说, 人学的自觉的过程是以人类发展状况的相对成熟为背景的。  

人类发展状况无疑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理性化程度等。但从最深刻的意义

上讲, 衡量人类发展状况的最根本的尺度应当是历史主体的生存方式和内在素质, 即文化模式。应当指出, 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

发展表明, 主要有三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决定着人类的不同发展状况。(1)  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自在自发的活动是最基

础或最低层次的人的活动, 它往往最典型地表现为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活动, 是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

规则自发地维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实践活动, 具有自在性、自发性和重复性的特征。(2)  异化受动的生存模式。马克思曾详细地探

讨过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这种劳动对人而言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异己性。在这里, 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

动和文化创造扭曲和蜕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被迫的和强制的活动, 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3)  自由自觉的生存模式。自由自觉的和

创造性的实践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实践, 它以自觉的和清晰的方式展示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 是人的最高

的和最发达形态的文化模式。可以说, 正是上述三种基本的文化模式的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的交互关系决定了人类不同的发展状

况。对此, 我们可以稍做具体的分析。  

一、20世纪人类的一般发展状况。20世纪的人类发展状况呈现为一种成熟的状态。所谓成熟, 并非指完善完满, 而是说人的

上述三种基本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依次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自己的内涵, 并以一种相互制约, 甚至相互冲突的方式展现出人的生

存的丰富的和多维度的内涵, 从而推动着人学研究走向自觉。在漫长的农业文明, 占主导地位的是凭借经验、传统和情感而活动

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 人处于一种不发展的状态。相应地, 那时的哲学常常忽略、漠视, 甚至敌视人的本质, 而把周围世界当

做一个与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完全无涉的实在加以剖析, 从而建构各种非人的或超人的哲学知识体系。而在工业文明和市场条件

下,  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扩大, 为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使人超越

了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 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以及人的社会历史同人的活动的本质关联开始展现出来。这是人类发展



的一种相对成熟的状态。同时,  20世纪人类发展状况的成熟也通过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负面效应表现出来, 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被异

化、物化, 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等否定性现象和被异化的文化模式相伴随。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的发展进

程的曲折性和开放性, 以及人的存在内涵的丰富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 产生了以弘扬人的理性本质和主体性精神, 超越

人的异化状态为宗旨的各种人学理论。  

二、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表现。目前, 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以浓缩的方式集中地反映出过

去相当长一段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发展状况的演化, 它使人的自在自发的、异化受动的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共

时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行为。一方面, 我们正经历着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

的冲突与碰撞。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 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的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

精神, 以及重复性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塑造了中国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

文化模式。当市场经济建构走向深化时, 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

化模式相冲突。这种文化冲突表达出现代化的深层次要求, 即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活动方式的文化

转型, 这也就是要求人提高素质, 成为自由自觉的和成熟的现代化主体。另一方面, 我们又经历着工业社会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

模式的危机和人们对这种文化模式的批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中展开的, 它不可能不受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

响。当我们终于在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选择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 去取代我们传统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文化模式

时, 我们又不得不同人类社会一道经历着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困境。应当说,  在20世纪,  人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依旧通过社

会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来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 但它同时也陷入了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人的异化

和物化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破坏等, 开始展示出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于是, 便有了后

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样, 我们面临着很矛盾的历史任务: 在建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

文化模式的同时就要考虑对它的批判和修正。  

三、中国人学研究主题的特殊定位。从上述可见, 我们必须在中国的文化转型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冲突这双重文化背景上, 

在人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异化受动的文化模式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相互冲突中来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主题。这就使得中国

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异常沉重与艰巨, 但它同时可能造就中国人学研究的成熟与丰富。具体说来, 中国人学研究承载着双重使命: 

一方面它应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 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

毒剂。换言之, 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学研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它将促进并寄希望于中国民众在文化转型中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成为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现代主体, 但又不要由于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发达而使自己陷入异化和物化之中。显然, 

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依赖于 20世纪文化背景中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国公民的生成, 而这一复杂的目标和主题将使中国的人学研究展现

出非常宏伟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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