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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那些以人文教育和社会科学为职业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抱有怎样的信心，但在事实
上却与自然科学的距离在日益扩大。
在一个日益技术化和世俗化的世界里，每一个技术的进步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使它们更丰富多姿
。
而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和生活呢？
无可否认，它们的现状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那位社会学的大祭司孔德将关于社会的科学置于科学等级的顶端，并相信社会现象可以像自然事件那
样客观地研究，相信一切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
但是在近两个世纪后，在“预测还是一个理论被归入‘科学’的必要条件”时，“我们对是否把经济
学、社会学、历史学或文学批评归入科学感到犹豫不决，因为这些学科似乎都无法回答‘如果我们这
样做，事情将会怎样？
’这种形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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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管我们持何种观点，至少到现在为止，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还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
。
一些人依据西方人文学科的传统，认为我们虽然致力于那些所谓人文素质的教育和研究，但并不是要
去对社会和人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而是要体现人对世界的想象、情感、思考和希望，体现人的精
神中对真、善、美的追求。
但是假如真的把人文科学的理想与预测完全对立起来，也会导致许多问题。
例如有的人会说，哲学在人文教育中是重要的，但也很难按照其目标培养出思想家；对伦理学和儒学
教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道德的知识，但不能保证我们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且很可能像王阳
明所说的“知识愈多，愈滋其所恶”。
逻辑的课程也未必就使人思想清晰。
在对古代的经典进行解释、考证和标准化的考试时，也很难激发出人思考和创造的热情。
至于文学的教育，除了长于对作品进行理性分析和扼杀人仅有的文学想象以外，是很难培养出什么诗
人和小说家的。
我们有许多在科学的名义下对人类自身研究的成果，但仍然不能使我们免于同类相残的威胁，战争的
阴影仍然是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孕育的。
即使是在和平与稳定的年代，那种无时不在的人与人的斗争、掠夺和奴役也并没有随着所谓的进步而
减少。
总之我们外在的自然已经完全改变了，更赏心悦目了，但我们的人性却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时时保
持着对同类的警惕。
在科学昌盛的时代，古老的迷信和野蛮仍然时时在卷土重来，我们也仍然在时时反复阅读那些古老的
经典，与古代的思想家交流和探讨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在感受着人性的荒诞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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