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 

 

院网首页  

本网首页  

学术社团  

学术期刊  

文学所  

文学系  

博士后  

访问学者  

文学评论网络版  

文学遗产网络版  

文学年鉴网络版  

文学人类学通讯  

学界要闻  

原创天地  

比较文学  

域外汉学  

学者风采  

学人访谈  

论著评介  

学术争鸣  

专题研究  

诗文鉴赏  

古籍整理  

书目文献  

注册   会员中心   投稿指南    联系我们  

2010年6月13日 星期日  

用户: 密码: 登录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界要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5-26 

“人文研究需从阻碍中解放出来” 
陈菁霞 

  

  “中文世界关于人文研究的种种，呈现着十分混杂的现象。原因很多，单从中国学术发展的内部来看：‘五

四’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着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以致在人文研究领域之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把人文研究变

成他们所‘了解’的科学研究，人文学科变成人文科学”。  

  近日，在北 京大学、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主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的首届“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上，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林毓生就“在中西对话的脉络中如何推展中国的人文研究”做了主题

演讲。其中，林毓生综合柏拉图、康德、儒学传统、以及20世纪中的韦伯、怀海德以及博兰尼的一部分理念，分

析所谈问题：如何在人文研究领域发挥理性的生命力——包括如何建立有资源的问题意识以及如何进行有成果的

反思。  

  林毓生认为，要在一定程度之内达到这样目的，首先必需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所产生的阻碍中解放出来，

然后再从认识理性的性质中成长。林毓生以柏拉图《对话录》里关于米诺和苏格拉底谈论的“德行”问题为例，

指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诗的语言的涵义是很显明的：人性具有神圣的成份，人需要根据人性中的正面资源来找

寻、来认识宇宙、人生的意义（包括“什么是德行”？）。这种看法与儒学传统中“天人合一”、“尽心、知

性、知天”的理念是相通的，也与希伯来传统中“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相通。换言之，希腊、中国与希

伯来传统有一个共识：人性与超越有内在的联系。人是万物之灵，这种灵性（包括人的自觉意识、反思能力所蕴

涵的理性）本身是不假外求的价值的载体。它有客体的一面，也有主体的一面。当我们想找寻人生的意义的时

候，这找寻的本身已经相当地蕴涵了人生的意义。“假若上述观点正确的话，则‘人文学科’所关心的问题，基

本上是无法用‘科学方法’以及一般人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来解答的；虽然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作为‘人文学

科’研究人员的参考”。  

  在林毓生看来，与社会科学关心人类活动的“功能”与“功效”不同，人文学科是追寻人生意义的创造性活

动；肯定人的价值，客体与主体创造性的整合，是人文研究的最大特征。林毓生援引王国维的境界说和庞加莱的

学术发现四阶段理论，论证推进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是“在制度上和文化氛围中提供给研究者不受外界打扰的时

间和空间”。而在内在条件方面，林毓生强调，要超越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人文研究，树立问题意识，避免

“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对此，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在“西化阴影下的儒学创新”的演讲中表达

了同感。  

  秉承自由主义的林毓生先生与当代新儒学的代表杜维明先生同台演讲对话，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思潮在五四

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发源地的再汇聚与再出发。通过这场“高端、高知、高见”的学术盛宴，为中国崛起挖掘文化

命脉，为中华民族复兴注入文化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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