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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是教育部在2003年首次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之一，教育部推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的这一措施，将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
要贡献，承担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历史性和创新性的挑战。
　　当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性和显示性阶段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向其他领域迅速
拓展的人文素质教育热潮，潮势所致，从大学的教学计划到育人过程，从政府的执政理念到治理改革
，从媒体的关注层面到报道热点，从小康社会的规划到北京奥运的战略，到处都在传播着人文素质教
育的魅力。
这种经济和社会越是跨越式发展就越是呼唤高扬人文精神和提升人文素质的现象，给予我们的是一种
警示性联想的启发，把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过的在改革中谨防失去不该失去的告诫，强调到更加引入
瞩目的视阈。
今天的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奇迹和社会稳定的奇景，检视这些成果和思考可持续发展时，
容易被漠视的是以优良人文素质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内涵及精神底蕴。
外国人看我们并不都是看热闹，许多人是透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中国人文文化中感觉到了深层和长
远的压力，这从一种角度提示我们应该怎样珍惜自己的优长。
中国人看自己也并不都是看门道，重功利轻人文、重经济轻文化，对履行传承人文传统和培育人文素
质的使命缺乏意识和责任的现象比较普遍，现实中公民的人文素质状况和社会的人文精神底蕴存在许
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使总体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传承人文传统和提升人文素质的任务依
然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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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高人文素质，关键是要启发和形成自觉。
自觉来自于心灵的智识，这要靠教育来助力；自觉来自于典范的导引，这要靠宣传来促进；自觉来自
于法则的规范，这要靠制度来推动；自觉来自于外界的约束，这要靠社会来监督。
最终所形成的自觉，必须建立在对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包含哪些要素，古今中外关于人文素质
的理论探索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培养优良人文素质的路径和流程究竟是什么，人文素质与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进步、社会和谐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而回答这些问题，无疑
会在深层次上有力强化关于人文素质培养的教育手段、宣传手段、法治手段和监督手段。
《人文素质论》正是基于这些缘由，力图在关于人文素质及其教育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涉
及人文素质培养的重大问题和根本问题，展示新的学术视野，提出新的学术命题，作出新的学术阐释
，表达新的学术启示，以在更深的层面，进一步推动人文素质教育和培育的时代性发展。
　　《人文素质论》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对
策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构建了关于人文素质的理论体系，力图重点地对人文素质问题进行深入和
开拓型的学术探讨，为人们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和优化认人文素质提供理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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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凝结和体现在科学活动中的理性成分和文化精髓，它蕴
涵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之中，是科学的灵魂。
科学精神具有历史性，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具有历史性，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在这种历史活动中体
现出的精神自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
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科学精神与古代、近代的科学精神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说来，现时代的科学精神
包括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怀疑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公平宽容的精神等等。
　　人文精神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中提炼出的文化精髓，它体现了对人的本质的探寻和对人类命
运的关怀。
总的来说，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完善。
　　这样看来，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
虽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别不容抹煞，科学是科学，人文是人文，但这种差别不是对立的，两者在精
神层面上达到了共通，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不完整
的。
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和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文化
氛围中，人们对人的本性及人类命运的关注不同，人文精神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看重人的社会性，把人看成是群体中的一分子，形成了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文
精神；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更看重人的个体性，强调人是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崇尚人
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建构的人文精神应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综合借鉴其他文化传统中的
人文精华，创立适合自身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精神。
正如傅雷所说：“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
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引。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
人文素质是通过人文知识的学习（包括书本知识、日常经验等）将人文精神通过内心的认定、取值、
积淀、拓升而定型为个人的心理认同与行为规范。
它是一种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精神态度，倡举高品位价值境界和深层次品行底蕴的
人格修养，慎对自我、尊重他人、关爱社会、呵护环境的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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