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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史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分析，提出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的结合，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不仅

只是涉及我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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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中，人文这个概念出现得较早，《周易•贲》说：“观乎天下，以察

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语中的“人文”，实出于此，意指人类社会

的各种精神文化。当炎黄子孙把黄帝尊为“人文始祖”时，表明了中华民族乃是

一个崇尚人文传统的民族。  

人乃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有思维，“唯有思维，才能把握本性、实体、世

界的普遍力量与究竟目的”（黑格尔语）。人又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人

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显示了

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使天下（社会）得到教化，使天下（社会）

趋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现今，我们在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提倡人

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

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不仅是涉及科学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涉

及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于历史传统中人文精神的认识，不仅只有学术价值的

层面，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层面，这是因为；其一，人文科学发展无法脱离社会实

践，社会进步也不能忽视人文因素；其二，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员，提高自己

的人文素质，并把这种素质反映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与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

父，作人母如何承载着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当中；其三；在社会中，尤其是当今的

世界已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的过程，我们的言谈举止，

喜怒哀乐，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从前秦到清末，人文这个词多次出现，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

文思想出自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这个思想通

过教育来完成和传播。  

当我们从现实去反观历史，再从历史来审视现实时，我们史学传统里的人文精神，

人文思想是鲜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义，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具有

永恒的文化价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人的社会责任  

忧患意识，在许多的史学家与士大夫身上反映出来，这个思想与情感表现在对子

孙祸福，社会混乱，人民休戚，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

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是惯穿中国历史文化始终的终极关怀。这里首当提

到的是诞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少年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恤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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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这与湖湘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湖湘历史文化传统中，民族忧患意识是千百年

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时期的范

仲淹，在《岳阳楼》中的拳拳之忧常在后人耳边响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的陈天华，谭嗣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急形

势，甘愿“横刀向天笑”，血溅刑场以醒国民，他们忧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忧国

民思想之陈旧，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励精图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当我们谈

到《史记》时，不能不想起司马迁，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一个身体

不完整的伟大男人，他自称是“刑余之人”，可他挥舞着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

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设有《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

发生以下六个认同感的危机：○1 同源的民族认同感，○2 同地同根的地域认同

感，○3 同历史的时间认同感，○4 同文的文字认同感，○5 同情理的情理认同

感，○6同习惯的习俗认同感。那么，我们的五千年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不能不再提及一个人，清代的诗人，思想家、史论家龚自

珍。他曾说：“智者爱三千年史代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没有说以

“明君之忧忧天下，”或“以贤臣之忧忧天下。” 

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习历史，思考历史，讨论历史，研究历史，我们不只是眼前之忧，临

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而是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意识，回顾过去，是深刻的历史

感，展望未来，当从长远利益着眼，这不仅是史学家之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社会人

之责任。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史学中重视人的自我修养，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们现代人都关注人生，关心我们自身的生命，关切我们本真状态，何为？这是因为我们感

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出现了问题，我们焦虑、彷徨、不安，“非常郁闷”，甚至是

“狂郁闷”，这是我的心灵与精神“无处”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没了精神家园，我

们现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终极的追求和关怀；

我们缺乏脚踏实地的现实努力和关注；我们把每个个体认为是绝缘的存在；我们缺乏良性的

人际关系；我们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丧失。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这是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境况和阶段时，有不

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给我们抚慰，给我们超越，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

儒、道、佛三家，开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永远

未完成的过程，也许此时是一马平川，春风得意，也许那会儿就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需

要道家的“药”来医治；佛家好比一个中央商场，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

我们说，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在关注社会人类的自身修养问题，并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现代人的自信心，

不是建立在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上，而是建立在对一个异己的身外目标的占有上——这就

是财富和权力。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动力和运作机制都是在鼓励人们获取权力和财富吗？还

是使人们所有本能中最强大的一个——占有欲得到无限的膨胀？使强者希望无限地运用自

己的权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强大起来呢？  
人们深感这不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更是充满危机的世纪，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机等都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社会

的和谐发展，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即可以把人类带入天堂，又可以把人类引入地狱，

对善和恶都有可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颠倒。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思想家严复，他指出中国国民素质有三大弱点，一是民力，二是民智，

三是民德，这三差，难以使当时的中国现代化，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仍要关注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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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自我修养使我们每个公民更具有理性，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面对残害婴

幼儿的劣质奶粉的泛滥，面对腐败现象的蔓延，面对道德的伦丧，面对拜金主义的抬头，面

对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仅靠法制的“他律”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公民自身道德修养，

而人生境界的提高是维护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泉。  
三、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  
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不是高科技，而是人。因为高科技还得靠人去创造；人类最重要

的开发对象，不是大自然，也是人。因为先有人类的自我开发，才有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

人类最值得珍视的宝藏，不是金银珠宝，还是人。因为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

的尊严，远比金银珠宝要贵重得多。所以，研究人文科学，尊重人才是当今全世界的第一要

务。  
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西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世间的客观历史不是天命决定的，而

是人事，也就是人世间的善恶、治乱、繁荣、衰败，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这是人文精神在

史学中得以确定和不断发扬的过程。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不仅认识了这一点，而且在《史记》中把他这个思想非常有分量的反

映出来。《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本纪是写帝王的；世家是写诸侯以及

一些特殊人物，比如孔子、陈涉；更多的是列传，写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七十二列传中，

对于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司马迁是有选择的，其中有几句话：“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

功名于天下。”意思是说要做一个既正直又潇洒的人、有见识，能够看清形势，不让自己错

过历史的机遇，而这样的人是要有责任感的，二十四史，也是以人物为中心，包括历史的进

程，朝代更迭，各种制度以及天文、地理等，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民

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象二十四史”这样有这么多人的活动，是人本思想的一个标志。  
中国历史中有名的“贞观之治”，是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贞观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

经济、文化的政策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乱世变成了治世，使唐

朝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朝代，而这其中，与李世民本人对人才的珍爱，和对大众痛苦

的深切关注分不开，其中一例是出现了“贞观君臣论政”，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

姓，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因此他确定了“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

国既安，远人自服”的“以文治国”的总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建立了一个适应形势要求的领

导集团，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拔擢一大批精干的官吏，如道士出身并参加过农民

起义军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宫臣，在李氏兄弟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介入很深，曾劝说李建成

早日除掉李世民。可是，李世民不计前仇，委以重任，太宗本人的“朕之授官，必择才行，

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而正是他虚怀若谷，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的疑虑，而

且网罗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朝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能臣，魏征“直言敢谏”，太

宗“从谏如流”成为一种风尚。而从另一个角度，一个杰出的人，伟大的人，他要有一定的历

史舞台，否则他也不会发挥作用。  
而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关注人的生存，也关注人的发展。

而我们提倡人文科学，关心、关注、关联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关注人的意识，理想、观念、

信仰等是让人能以离开狭义的动物，狭义的经济动物，狭义的政治动物，而使人成为各种关

系的创造者，改造者和推动者，真正使人文科学变成我们个体生存、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精

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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