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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之相对应的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建设

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重视。对理工类研究型大学而言,人文社会学科具有激发创新能力、促进学科融合

和提升人文氛围等独特的意义。基于海内外两所著名大学建设人文社会学科的经验,结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的实际情况,对理工类研究型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作出思考:将人文社会学科定位于对理工学

科在 工具 、视野 与 内涵 等层面具有辅助作用; 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 解决人文社会学科师资困难;

全面促进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并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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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由于受到学术政治化、文科无用

论  等思想的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经历了

许多坎坷和曲折。直到近十几年来, 中国高校开

始重视加强学生的人文主义教育,一些文科类高

校和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获得了长

足的进步, 但理工类高校由于基础薄弱, 人文社

会学科的发展速度较慢, 建设效果也不尽如人

意。据统计,目前全国大学中的 320所理工农医

本科院校,有 290所院校设有人文社会学科类本

科专业
[ 1]
。但从发展水平来看, 除了清华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等少数几所理工类高校在管理学

等社会科学学科方面的实力能排在全国前十名

以外
[ 2]
, 大多数理工类高校的人文社会学科还

在低水平徘徊。因此,理工类高校必须摒弃贪大

求全的固有观念,从建设人文社会学科的现实意

义出发, 从理工类院校的特点出发, 明确人文社

会学科的发展定位和目标。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内涵

和现实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

称。人文学科是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是

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

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

灵和生命有所归依
[ 3 ] 28- 35

; 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

是人类社会, 它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组织构成、功

能作用、形成机制、变迁规律等的分析研究,总结

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运行的系统知识和理论,

从而使人类得以更有效率地协调和管理,创造出

符合人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 4]
。人文学科与社会

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

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

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

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

性与统一性, 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

客观基础
[ 3] 28 - 35

。一般认为, 哲学、伦理学、宗教

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美学、历史学等属于人文

学科范畴; 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化

学、人类学等,则归属于现代社会科学。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文

社会科学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确定方

向、创立机制、制定方略的作用, 而且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协助人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提升人类的道德情操与审美情趣。在高等



教育的历史上,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曾经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大工

业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教育逐步

占领了大学教育的统治地位,人文社会科学受到

了冷落。然而, 在自然科学教育主导下, 大学逐

渐沦为制作 就业机器  的工厂, 而学生则成为

单纯的 技术工作者  , 缺乏了作为人尤其是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应具有的人文修养和独立精

神。另一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学科的发

展表现出高度综合化的特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相互渗透, 互补互利,共同为人类揭示自

然界和社会更深层次的规律。因此, 现代大学的

高等教育,必须把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自然科学

教育结合在一起,这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

二、在理工类高校建设人文社

会学科的原因

中国理工类高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人

文社会学科简单地归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

经济学等政治理论教学,即使是在恢复传统的人

文社会科学课程以后,人文社会学科作为一个独

立的学科体系在理工类高校中仍然处于 可有

可无 的地位。随着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复

兴,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成为了在这一领域长期

处于弱势的理工类高校的重点工作。无论在建

设的初期阶段还是在发展阶段,理工类高校都必

须清楚地认识人文社会学科的功能和意义。

1. 顺应本科生教育改革发展趋势,为开展通

识教育建立基础

美国大学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

轮本科教育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本科教

育改革, 通识教育 便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而言的,它是对高等教育

过分专业化而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 其

主要目的是形成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从而完善

学生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
[ 5 ]
。因此理工类高

校中人文社会学科的一大作用是为全校学生尤

其是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目前国内的几所知

名大学已经率先为本科生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

如北京大学 元培计划  实验班、复旦大学复旦

学院 (包括志得、腾飞、克卿和任重四个书院 )、

浙江大学 竺可桢学院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

学部。

2.激发创新能力, 培养复合型人才

美国科学家斯佩里 ( RogerW. Sperry)通过

研究发现:人的左脑主要进行逻辑思维, 从事科

学活动; 右脑主要进行形象思维, 从事文学艺术

活动。右脑的记忆量是左脑的百万倍,原创性主

要基于右脑, 而以往疏于开发右脑,疏于文学艺

术、人文教育。左脑、右脑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同时开发, 才能取得人的和谐发展
[ 6]
。中国科

学院院士、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也谈

道: 正因为逻辑思维执著于前后一致的严密,

因此, 往往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

架,难于突破,难于求异, 难于飞跃, 难于超脱现

有模式而作出重大的创新。 [ 7]科学研究需要开

阔的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恰

好能够弥补自然科学与工程教育所缺乏的形象

思维的锻炼。这种锻炼不仅有助于优化学生的

思维结构、激发创造性, 还能帮助学生站在社会

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看待工程与技术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有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底蕴,自然

科学与工程教育培养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就不仅

仅是 工匠  , 而是能够对创造出的科研成果与

技术产品作出正确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判断的复

合型人才。

3.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全面提升学科实力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趋

势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大

学作为最重要的科技溯源地,特别强调各种交叉

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发展, 积极 撮合 人文社会

学科与自然学科进行合作研究, 如在麻省理工学

院,语言学与哲学学院强调语言学和计算机科

学、人工智能以及大脑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

而经济学的研究则融合于能源及环境政策研究

之中。在国内,许多大学和学者也已经开始把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融入理工学科的教学之中,如把

伦理学知识融入医学课程体系, 把文、史、哲等人

文学科知识引入材料学的教学中。人文社会学

科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将为科学的

整体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观念和启示,这既有利

于学科实力的全面提升,又有利于突破性科研成

果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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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人文素养,优化大学人文氛围

人文社会学科一方面展示了人类与社会的

本质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人文精神与

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审美情感、道德理

想、人格完善和终极关怀等文化价值,而人文素

质是指 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

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

个人的人格、品质和修养  [ 8]。在理工类高校

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长期专注于自然科学

与工程技术的专业领域之中,缺乏人文知识的熏

陶,无法深切地关怀和理解生命和人生的基本问

题,也难以感受和把握事物和现象背后蕴涵的哲

理和精神。因此,开设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举办

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讲座,可以有助于大学师生

启迪心智、滋润心灵, 提升人文素质、树立人文精

神,提高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能力。

如何看待一个大学? 顾明远先生提出,首先

要看大学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
[ 9]
。人文社

会学科知识对人的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

重大影响,决定了它对大学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

成果精华正是大学文化的源泉,它赋予一所大学

独立的文化品位与姿态
[ 10]
。在理工类研究型大

学中, 人文精神的缺失直接影响大学文化的凝聚

和传播。用优秀、先进和丰富的人文社会学科知

识塑造大学文化,能使大学师生在浓厚的人文关

怀氛围中提高道德情操,形成完善的人格, 这种

经历比在大学中获得的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影响

更为深远,进而使大学成为教师和学生都难以忘

怀的 心灵的故乡  。

三、加州理工学院与香港科技大

学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的可借鉴之处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是以产出高水平科研成

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的高层次大学,

与一般的理工类高校相比,具有规模小和研究性

强的特点。因此,人文社会学科在这类大学中的

定位和作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美国的加州理

工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即是这类大学的典型代

表,两校不仅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教育领域的成就

显著, 而且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方面也十分成

功,值得国内同类高校借鉴。

1.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可谓一所小而精的理工科背

景的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目前其在校生总数

仅为2 126名, 其中本科生 921名、研究生 1 205

名。加州理工学院的使命是 培养教育、政府以

及工业发展急需的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工程

师  ,这一使命要求学生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性

课程学习。

加州理工学院设有 7个学部 (包括一个交

叉学科项目学部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是其中

之一, 而该学科部相应地设有两个学系: 人文学

系和社会科学系。人文学系设置的学科有历史

学、文学、哲学、科学史以及多种语言学。社会科

学系涵盖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经济学、金融学、法

学、政治科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

要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学士学位,所有

在校生必须获得 36个人文学科的课程学分、36

个社会科学学科的课程学分,以及额外的 36个

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的课程学分。一般来说,在

完成一门人文或社会学科课程后,能够获得 9个

学分。因此, 总的来说,在校生必须在大学四年

中,完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开设的大约 12门

课程的学习。刚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大一学生,

还必须参加学习两个学期的 新生人文课程 。
新生人文课程 意在向学生介绍历史、文学和

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研究对象, 具体的课程

包括: 美国历史  、 现代欧洲  、 正确与错
误  、知识与现实  、科学史导论 、科学哲学

导论 等。

另一方面,人文学系提供历史学、英语学、科

学史与科学哲学以及哲学四种本科学位课程,而

社会科学系则颁发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与管理

学、政治科学三种本科学位, 以及社会科学博士

学位。主修其他本科学位的学生可以选择辅修

以上课程以获得第二学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有 49名全职教师和

30名非全职教师。由于规模较小, 聘请访问学

者成为学部解决师资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人

文学系聘请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学校

的教师授课; 社会科学系则在 菲尔柴尔德访问

学者项目 ( Fa irch ild V isiting Scholars Prog 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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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杰出学 者项目  ( M oore D istingu ished

Scholars Program )等基金的资助下, 聘请学者进

行数周至一个学年的教学与研究。

2.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不足 20年,已发展成亚

洲乃至全球顶尖的高等学府。香港科技大学的

使命是 通过教学和研究以促进学系, 追求知

识。特别注重: 1)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

课程; 2)研究生的培养。并协助香港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 。目前在校生为 9 271名,其中本科生
5 969名、研究生 3 302名。

香港科技大学设有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其下又设人文与社会科学两个学部。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的定位: 一是帮助学生以社会、区

域及国际视角看待其专业领域内的科学、技术和

商业问题, 二是拓展学生知识与视野。 其职责

是 开设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并为全校本科生

提供通识教育  。人文学部由人类学、艺术、历
史、语言学、文学及哲学组成;社会科学学部则由

经济、地理、政治学、心理学、科学研究及社会学

组成。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还在文学、历史

与人类学、哲学与宗教学以及语言学四个方向为

本科生提供第二学位的辅修课程。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为本科生提供的通识教

育课程非常丰富, 覆盖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学、

宗教学以及艺术文化中的电影、音乐、绘画等, 而

且课程内容的设置十分引人入胜,如属于艺术领

域的 电影艺术与电影文化  、西方建筑欣赏  ;
属于文学领域的 女性文学  、文学主题: 爱与

死亡 ; 属于宗教学领域的 佛教: 起源与发展  、

道教与中国文化传统 等课程。在 2006∀ 2008

学年, 全校共有 8 252名学生参加了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的 128门课程的学习。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共有全职教师及研究人

员 52名,另外也聘请了多名访问学者。

综上所述,两校在人文社会学科建设上有以

下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把人文社会学科

的课程作为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 并

把获得相应学分作为授予学位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突出人文社会学科在理工科高校中的特色

和作用,适当设置反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联系和交叉的课程;三是充分利用其他大学的以

人文社会学科见长的师资,以弥补本校人文社会

学科师资的不足。

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的人文社会学科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以下简称

哈工大深研院  )成立于 2002年, 是深圳市人

民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创办的以培养研

究生层次人才为主的办学实体, 设有八个学科

部,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部、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科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部、机械工程与

自动化学科部、自动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城

市与土木工程学科部、经济管理学科部、基础科

学学科部。 2009年 12月,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签署了新的合作备忘录, 以共建

以理工科为主的 #高精特 ∃ 研究型大学  为目

标,并从 201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在这种背景

与形势下,如何建设人文社会学科成为哈工大深

研院面临的首要课题之一。

按照学者对理工类高校成功发展文科的一

般规律的描述, 第一阶段是为理工科服务而发

展文科,这一时期的文科定位为理工专业教育中

的通识教育; 第二阶段为依托强大理工的背景优

势发展独立的特色文科, 朝着文理学科相互渗

透、交叉和融合的学科综合化方向发展; 第三阶

段是构造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追求与一流理工

科地位相当的高水平甚至一流的文科。 [ 11 ]根据
这一规律,哈工大深研院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建设为理工科服务的人文社会学科,即发展通

识教育。

人文社会学科对理工学科的辅助作用可以

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 工具  层面, 如语言学

(主要表现为英语 )使学生掌握世界通行的语

言,从而能够通过专业的外文书籍、论文以及与

国外学者的直接交流中获取最新的资讯和信息;

社会学中的问卷、访谈、观察、统计等研究方法大

量地被运用于工程领域中, 是解决工程技术实践

问题的重要帮手; 管理学则有利于提升个人的人

事关系能力与对工作的全局把握能力。二是

视野 层面, 如哲学和心理学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历史学和政治学则能够使学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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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反思现在,并学会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角

度分析问题。三是 内涵  层面, 如文学、艺术、

宗教等知识,能够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与人文素

养,陶冶审美情操。哈工大深研院的经济管理学

科部提供了包括企业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等

在内的管理学的主要专业,但其课程设置偏于实

用性, 只能在 工具  层面发挥对理工科的辅助
作用。因此,应当针对 视野  与 内涵  层面建

立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主

干学科。

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是任何一所理工科大学

在创办人文社会学科之初的突出问题之一。与

许多其他理工科背景的大学一样,由于缺乏相应

的教学资源、研究资源和发展空间, 哈工大深研

院面临着难以吸引人文社会学科优质师资的困

难。然而,哈工大深研院具有毗邻港澳的天然地

理优势, 在建院早期已与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等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

系。通过设立访问学者、特聘教授等形式, 可以

使这些院校所拥有的优秀的人文社会学科教师

成为哈工大深研院最主要的师资来源之一。

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互相融

合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本特征的背景下,

有意识地将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

及思维方式运用于理工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当中,

取各家之长而互补,已经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新

趋势。哈工大深研院在成立之初,基于秉承哈工

大传统学科优势与服务于地方经济的考虑,建设

了以工程学科为主的体系,但同时也十分注重跨

学科的教学科研协作,如计算机技术与生物学的

结合研究,运用管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对环境科学

工程与城市规划项目的可行性、社会效应和经济

效益进行宏观把握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

这样的基础上,哈工大深研院全面建设人文社会

学科的意义,将不限于为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

而是为学科自我突破与技术创新起到助推器的

作用。

人文社会学科是大学文化产生的源泉,直接

影响着大学文化的凝聚和传承,进而间接影响着

大学对城市的文化辐射力。对于大学而言,文化

是赢得社会声誉的手段;对于城市而言, 大学是

人文精神的家园。同时,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在

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融为一体, 并

被重新赋予新的特色。在哈工大深研院所处的

这座城市, 文化辐射具有独特的意义。只有 30

年历史的深圳,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但却因为教育和文化的薄弱而被打

上了 文化沙漠 的烙印。哈工大深研院自在深

圳建院以来, 一方面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另

一方面也不忘为城市文化建设出力, 在面向社会

举办知识普及讲座、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为

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在确定了建设人文社会学科的目标之后,哈

工大深研院将会为深圳这片 沙漠  注入一股新
的文化 清泉  。在拥有历史学、社会学、艺术等

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底蕴的基础上,哈工大深

研院将会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深圳独特的城市

文化, 为深圳原有的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海纳

百川的包容精神增色,倡导建设更加大气、优雅

和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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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H um an ities and soc ia l sc ience have p layed dec is ive ro les in hum an h istory. The ir counterparts in un iversities

also draw m ore and m ore atten tion o f scho lars. Fo r research- or iented un ive rsities o 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the hum anities

and socia l sc ience have un ique functions such as mo tivating the innova tion capability, advanc ing the d isc ipline integ ration,

and promo ting the hum anistic atmosphe re. Based on the exam ples of tw o noted un iv ers ities at hom e and abroad, a reflec tion is

m ade on the development o f hum anities and soc ia l science in research - or iented un iversities o 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the

two subjects shou ld assist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v isiting scho lars from H ongkong andM acau shou ld

re lieve the scarc ity of teachers; in teg ra tion of hum an ities and sc ience shou ld be advanced, wh ile the influence of un iversity

cu lture on the urban city shou ld be reinforced.

K ey words: un ive rs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 rch- o rien ted un iversity; hum an ities and soc ia l sc ience

[责任编辑 张莲英 ]

!104!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1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