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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论丛（1999年卷）》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先生主编。
由&ldquo;人文探寻&rdquo;、&ldquo;经典研究与反刍&rdquo;、&ldquo;语言文字学研究&rdquo;
、&ldquo;魏晋南北朝隋唐研究&rdquo;、&ldquo;明清经济社会文化&rdquo;、&ldquo;文学思潮与作品
研究&rdquo;、&ldquo;美学研究&rdquo;、&ldquo;中国近现代社会调查与研究&rdquo;、&ldquo;学术回
顾与评论&rdquo;几大栏目组成。
该书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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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ldquo;理性&rdquo;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ldquo;合理性&rdquo;。
在自然科学领域，&ldquo;合理性&rdquo;即是合逻辑性。
在社会生活领域，&ldquo;合理性&rdquo;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即是社会公正问题。
从中国传统哲学角度来看，理，即是在自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秩序性，在汉语中即是条理、纹
理的意思。
而理性即是人对这种理之认识的能力和把这种理内化为人的本性。
&ldquo;合理性&rdquo;即是讲人的行为符合理性的要求和人按照理性来办事的企图。
在处理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团体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时，人的理性特征和理性能力则主要
突出地表现为相互理解的&ldquo;沟通理性&rdquo;。
但与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相比，人文学领域中的&ldquo;合理性&rdquo;还有自己更深刻的内涵，那就
是&ldquo;合人性&rdquo;。
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把理性界定为&ldquo;合人性&rdquo;，仍有他们的深刻之处，在今天仍然没有过
时。
哈贝马斯思想中的&ldquo;合法性&rdquo;一词，也属于我所讲的&ldquo;合理性&rsquo;&rsquo;的内涵之
一。
但无论是&ldquo;合人性&rdquo;还是&ldquo;合法性&rdquo;的问题，它们都使&ldquo;合理性&rdquo;一
词附上了不同民族各自文化传统的意义，也使&ldquo;合理性&rdquo;一词冠冕堂皇地携带进&ldquo;非
理性&rdquo;的内容，使人的自由意志、生命冲动、情感等因素羼人&ldquo;理性&rdquo;的机体之中。
因此，在人文学领域谈论&ldquo;理性&rdquo;和&ldquo;合理性&rdquo;的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历史性
和人性&mdash;&mdash;即一定成分的非理性的因素，而绝对不可以像宋明理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构筑
一个&ldquo;空明澄洁&rdquo;的&ldquo;理&rdquo;的世界。
承认&ldquo;理性&rdquo;中含有非理性的因素，正是人的&ldquo;理性&rdquo;在人文学中的最充分的表
现，它是人由理智状态进入智慧状态的必备的认识基础。
人类的生机跃动正在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
这也是我在论述现代人文精神的内在架构的问题时，紧接在&ldquo;人道&rdquo;概念之后就讲尊重个
人而不讲逻辑抽象中个人&mdash;&mdash;个体的道理之所在。
从概念的纯粹性和涵盖性的角度来看，谈尊重&ldquo;个体&rdquo;更能使&ldquo;人文精神&rdquo;的问
题上升到哲学的抽象高度。
但中国哲学从&ldquo;易哲学&rdquo;传统以来更注意生机跃动的特点。
所以我宁愿选择&ldquo;个人&rdquo;这样一个既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又带有生动的感性特征的概念，从
而更能合乎逻辑地谈论&ldquo;人文精神&rdquo;中的非理性的问题。
　　在人文学领域更加突出&ldquo;合理性&rdquo;的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则更加突
出&ldquo;合规律性&rdquo;的问题。
在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中，&ldquo;合理性&rdquo;即是&ldquo;合规律性&rdquo;和&ldquo;合逻辑
性&rdquo;的代名词。
但所有的科学都是人在从事的科学。
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都受到人的价值关怀的影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而已。
科学之所以研究这而不研究那，是与人的价值关怀密切相关的。
科学与人文并不截然对立。
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成人所欲求的价值物时，就会出现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换句话说， 
当一切价值物运用到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出现了是否人道的问题时，就会出现&ldquo;合理性&rdquo;的
问题。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
科学的问题与人文的问题发生了内在的关联。
而当处理一些或一个人文问题时我们要追问：这是不是符合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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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人文的问题就变成了广义的科学问题了。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或日历史客观规律的概念，才具有了社会科学的意义。
　　从终极的意义上讲，追求&ldquo;理性&rdquo;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会成为可能。
而坚持认为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有某种秩序性存在，说到底也是人的一种假设、一种信仰。
因此，&ldquo;理性&rdquo;本身就包含着非理性的成分。
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话甚至迷信，在人的本体存在与实践的活动中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彻底的理性主义者的态度是：承认我们的所知，承认我们所知的相对性，承认我们总有一些是不可知
的，这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态度。
而对现代人文精神意义领域中的理性也应该作如是观。
　　公平（或公正）。
公平是理性原则在人类生活中的充分运用，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又将平等概念深化的一个重要的人
文学概念。
这是一个体现人类精神深度的概念，是人类社会&ldquo;合理化&rdquo;的基本表现。
它的重要性可以从科学的规律一词得到理解。
如果说自然和社会科学里最终的价值追求是&ldquo;规律&rdquo;，那么在人文学领域最终的价值追求
就是&ldquo;公平&rdquo;。
人文学领域里要讲&ldquo;合理性&rdquo;，自然科学领域里要讲合规律性，公平与规律是人文与科学
两个领域里表征理性的最基本概念。
　　我给公平所下的定义是：公平即是在人道的前提下，在认识到个人的差异性的基础上，恰当地对
待每个人的&ldquo;自由&rdquo;行为。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ldquo;公平&rdquo;即是合理性规则之建立与真正的落实，使社会处于良性的循
环之中。
从个人的方面说，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先天条件优越的人要对先天条件不足甚至是恶劣
的人表示实质性同情，给予实质性的和道义上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人道精神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个人的努力争取到更多幸福的个人要对社会中因偶然不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或因为认识上
的失误而导致不幸的个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关怀与支持。
这亦是人道的原则所要求的。
第三，对于有特殊才能和特别优异的人物要给予特别的条件，以使他们能发挥人性的极致。
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在中国谈公平，要注意与平均的概念作一区分。
在经济生活中，按照劳动的价值及劳动的复杂程度来分配，不搞形式上的平均主义就是公平；在政治
生活中，公民对国家事务的表决权是平等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同样的重要。
在特定的领域，专家的意见更有价值，这就是公平。
在受教育的问题上，每个起点不同的公民在原则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由于社会的差异客观
存在，政府就应当适度限制优越条件的个人而适当帮助条件恶劣的个人，这就是公平。
这是从第一条人道原则引申出来的基本要求。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的生活中，公平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社
会问题都是由于社会不公平导致的。
一个不关注社会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关注合理性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不能很好地正视人性的社会
。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很好地正视我们自身，怎么会不爆发很多问题呢！
因此，无论在当代中国谈人文精神，还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谈人文对科学的指导，都必须认真地探讨
社会公平和国际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有赖于人类对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的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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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成果而言，人类在关于自身的认识方面并没有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达成比较一致
的共识。
这大约也就是我们面对自身的问题比面对自然的问题还要严重的原因之所在。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在这里绝没有穷尽人文精神内涵的意思，而只是从必要条件的逻辑前提
出发来建构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架构，至于更精深的论述俟待来日和更具有能力完成此任务者。
　　四、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　　人文精神的内在张力，即是指六大基本概念之间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人道的概念与个人、自由两大概念之间就有一定的矛盾，自由与平等之间亦有矛盾，而个人与理性、
公平两大概念之间亦存在矛盾。
这种概念之间的矛盾其实就在于人类生活自身存在着矛盾，那就是个人性的生活与类的生活的矛盾。
反映在概念之中就是个别性诉求与普遍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人道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就是类的普遍性要求对个人的特殊性要求的一种约束所导致的。
人道的概念总是从类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生活，理想的&ldquo;人道&rdquo;总是天道的反映，而&ldquo;
天道&rdquo;就是中国哲人老子所说的：&ldquo;损有余而补不足。
&rdquo;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也是个人性的要求与普遍性要求的矛盾在一个方面的反映。
当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本性去发展自己，也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尽性逞才的时候，由于社会中各个人
的命，即每个人的先天给定的环境与后天争取的机会有限，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禀赋能力相差不太大的
人，即使付出了大致相等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相等的回报。
这样，虽有自由而不一定有平等，此其一；再者，自由从结果来说，它就可能导致现实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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