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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枬森与人学

孙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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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选择哲学、坚定信念和钻研人学、成果丰硕两个方面考察了黄枬森对人学的探索历程，然后阐述了

黄枬森关于人学的概念、人学与哲学、人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作用、人学与创新人才培养等人学研究成果，最后概述

了黄枬森对中国人学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黄枬森；人学；探索；创新人才 

  作者简介：孙福胜（1986-），男，汉族，山东微山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培训部，从事人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人学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兴起。进入21世纪，人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为之孜孜

探索，黄枬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黄枬森对人学的探索历程 

  黄枬森对人学的探索始于他选择哲学专业后的思考，他并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上了哲学的科学大道，关注并探

索人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选择哲学，坚定信念 

  黄枬森于1942年考入云南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由于对物理学的兴趣不是很浓厚，1943年转入哲学系学习。在学习哲学

的过程中，他对“哲学可以作为科学”这一问题不断思索，但是依旧困惑，直到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接触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经典书籍后，这种困惑才渐渐消退，决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论证“哲学可以是科学”这一问题。在后来的思考和

探索中，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信念。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与同事共同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材料，这为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开设和研究提供了基础。黄枬森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在1983年

到1996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系统建设和研究过程中，集体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在1985年到1994年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和研究过程中，集体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2002到2011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

和研究过程中，集体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4部）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科学体

系（主要包括一个主题和五个部门哲学）提供了准备，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人学是该体系的一个部门哲学，在体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人学也成为了黄枬森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钻研人学，成果丰硕 

  黄枬森在1983年发表了《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1]，对人的概念、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人的本质的异化、科

学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与异化劳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人学的深入研究，黄枬森认为在中国建立人

学是大势所趋，于是，展开了对如何建构人学问题的研究。在1989年的《关于建构人学的几点设想》[2]中，分析了建构人学的

必要性、人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人学理论的基本构架、人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建构人学的其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建构人学的几点设想，为中国的科学的人学的建立、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的准备。黄枬森已经将建立中国的科学的人学作为了

一项研究使命，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他先后主编了《人学词典》、《人学原理》。由他任编委会主任出版的《人学理论与历

史》，包括《人学原理卷》、《西方人学观念史卷》、《中国人学思想史卷》三卷，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黄枬森对人学的探索历程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轨迹，体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尤其是对人的问题的关切。综

观黄枬森的人学历程，可以深刻发现哲学与人学的密切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人学的互通性，人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联

性，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交融性。 

  二、黄枬森的人学思想 

  黄枬森对人学的探索历程是他的人学思想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黄枬森的人学思想是他深研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思社会

现实问题的产物。他的人学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人学的概念、人学与哲学、人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作用、人学与

创新人才培养等内容，这些主要内容涵盖了科学的人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人学的概念 

  黄枬森先后对人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990年3月）、人学的对象和基本内容（1990年10月）、人学与哲学（1996年2月）等人

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较分析国内外学术界的人学研究情况，黄枬森最终提出了关于

人学概念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人的整体或作为整体的人是具有丰富内容

的抽象，即由人的许多基本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人学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及其一般规律”，人学对象的内容包括人的整体

图景和人的发展规律两大部分，研究人的整体图景需要研究人的基本因素，即研究人的基本因素的内容和人的基本因素内容之间

的联系，以此进行综合和构建人的整体或作为整体的人，呈现出人的整体图景，研究人的发展史（作为类的人的起源和发展的历

史），以此从中概括出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规律。 

  人学的概念为人学研究确定了基础，但是人学研究并非终止。人学可以成为科学吗？人学科学体系如何建立？现时代与人学

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什么？诸多人学方面的问题研究需要学术界继续探索。 

  （二）人学与哲学 

  黄枬森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讨论》[3]（2009年）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早期人学问

题、人学与部门人学的关系问题。在《关于三个人学问题的思考》[4]（2010年）中思考了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问题、人学与

部门人学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教育问题，综观他的其他人学论著（尤其是《人学与哲学》[5]（1996年）），可以发现，人学

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人学问题，这里涉及到人学的定位问题，黄枬森对学术界关于人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

考总结，认为哲学不是人学，哲学可以包括人学，人学也不是哲学的现代形态，哲学的现代形态仍然是哲学，厘清明确人学与哲

学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科学开展人学研究的前提。此外，人学与部门人学的关系问题，也是人学研究的一大领域，人学与部门

人学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部门人学对人学起基础作用，人学对部门人学起指导和整合作用，科学把握人学与部门

人学的关系，可以发挥部门人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如人权理论就是部门人学，研究人权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

实践意义。 

  （三）人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作用 

  黄枬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学内涵进行了研究，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007

年第九届全国人学研讨会上，黄枬森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人学内涵》[6]，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的人学内涵进行了分析，即深入分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人学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人

学思想主要有三条：一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评论，二是关于“四有”新人的提法，三是关于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的思想。“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人学思想主要有两条：一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人学思

想是以人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诸多人学问题，在经济领域里主要是人学自然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利益分配关

系问题；在政治领域里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文化领域里主要是人性化问题和个性化问题；在社会领域里主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问

题。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学思想，分析现时代的人学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谋意义

和实践指导价值。 

  （四）人学与创新人才培养 

  黄枬森认为人学与培养创新人才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8]。由于创新人才是推动科学技术革新与发展的主体力量，因

此，要大量培养创新人才。何为创新人才？黄枬森认为，创新人才必须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缜密的创新思维和坚强的创新能力

等最根本的品质，创新人才是现时代下的知识创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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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怎样培养创新人才？如何使用创新人才？这些都是人学研究的问题。简言之，人才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可以为培养创新人才提

供思路，人事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可以为使用创新人才提供参考，而归根到底，都要加强人学的研究，因为，人学与教育学和人才

学的关系最为直接，人学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启示。因此，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必须重视对人学的研究，必须将人

学用于指导创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三、黄枬森对中国人学研究的贡献 

  黄枬森对中国人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启了中国科学的人学研究道路，为培养人学研究人才创设了基础。黄枬森认为，新

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没有科学的人学，人学在中国的兴起是有深刻动因的[9]。他认为，从国际背景来看，一是进入20世纪以

来，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先进的机器工具，人类自以为可以掌控自然，但是新的矛盾却致使人类更加的焦虑。由于人类活

动的盲目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的现实，人类不得不静下心来对这一现实进行深思。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

化，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也开始突出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旧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彰显出来，社会主义社

会的矛盾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人与社会如何和谐相处，人的幸福如何获得，人的发展如何实

现，等等，促使人们对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断反思。此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

非科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特殊的国际背景。从国内背景来看，一是国内对“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反思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科学的人学的指导，当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人

学，这就亟需国内学术界研究建立科学的人学。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学的建立，人的创造性不仅是

改革开放的一大动力，而且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动力。正是在国际国内两大背景合力的促动下，人学在中国

的兴起才成为了必然。 

  在全面深入分析人学在中国兴起的深刻动因以后，黄枬森决定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人学。在黄枬森和学术同仁的努力下，1991

年4月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Humanity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 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所人

学研究机构，对于推动国内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2002年1月创建了中国人学学会，标志着人学研究这门新的哲学分

支学科的诞生。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学学会作为中国人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融集了国内学术界人学研究的著名专

家学者教授，这也为培养更多的人学研究的人才创设了理论根基和物质基础。 

  黄枬森走在哲学的科学大道上，通过孜孜探索，开创了科学的人学学科，为培养人学研究人才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科学的

人学研究任重道远，仍需要学术同仁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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