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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欧阳康　　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到科学的
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也日益凸现出来并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前沿分支。
然而我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迄今尚少见这方面的专门学术著述。
正是有感于此，我们组织编撰了这套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
　　一　　顾名思义，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对象，对
其进行研究和分析。
那么，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呢？
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说。
为此有必要对其作些分析，以确定我们的对象域。
　　在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
社会科学主要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
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
、考古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
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ies（人文学科）一词，却基本上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将其归
为社会科学。
在德国。
则不用社会科学，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
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
严格说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式等方面是各有侧重、存在区别的，而且它
们之间的分化与综合也许正是当代大科学进一步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重要领域和可能方向。
但是，从社会认识论的视角来看，正如人与社会内在一体。
人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互为条件一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具有更多的内在相关
性和共通性，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对于各自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言又属次级的、次要的和不那么显著的
。
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我们可以舍弃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与差异，而侧重关注
其共性和统一性方面，以便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和对照中探讨其现代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二　　如何界说人文社会科学哲学？
它有什么功能和使命？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哲学界对社会科学哲学的规定与界说。
　　当代西方哲学中对社会科学的规定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统一社会科学论，即认为哲学应当通过运用某些普遍概念而使多种多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得
到统一的说明；社会科学哲学的任务在于为各种社会科学提供统一的慨念框架，以使其本质、特点和
功能等得到批判性的度量和解释。
　　其二，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即认为社会科学哲学应当提供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分析和分析方法
，以解剖社会科学，消除概念的模糊性并为社会科学的理解提供哲学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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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到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
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也日益凸现出来并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前沿分支。
然而我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严惩滞后，迄今尚少见这方面的专门学术著述。
正是有感于此，我们组织编撰了这套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当代大哲学体系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一、 从人文社会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二、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到基本规定三、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四、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
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概观一、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二、 当代西
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三、 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文社
会科学哲学的思想概述一、 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哲学基础的批判二、 唯物史观的理论构建三、 作为人
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唯物史观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对象一、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二、 人
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三、 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第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功能一、 人文社
会科学的基本结构二、 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三、 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实现四、 人文社会科学的
结构优化与功能强化第六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化发展一、 人文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界定二、 人文社
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动力三、 人文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发展模型第七章 人文社会科学家与
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层次体二、 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三、 人文
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四、 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原则、组合方式与内部结构第八章 人文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一、 围绕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争论二、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活动的结构分析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体性的发展与客观性的实现第九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真
理性与合理性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性二、 人文社会科学的合理性三、 真理性与合理性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的内在统一性第十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滞后性与超前性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滞后性
二、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超前性三、 超前研究与滞后研究相统一的可能途径第十一章 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说明与理解一、 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二、 说明与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 说明与理解走向统一的可能途径第十二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认知与评价一、 认知与评价问
题的由来及其实质二、 社会认知及其科学化三、 社会评价及其合理化四、 在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之
间保持张力第十三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一、 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功能二、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性四、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科
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第十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际沟通一、 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
含义和特点二、 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结构与功能三、 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四、 
学科际沟通与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可能性第十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与检验一、 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对象性特征二、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
检验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

章节摘录

　　4．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对象性和前提性问题　　这是从哲学角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元
问题的探讨。
　　（1）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对象。
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在很大成分上是由对象的特点所造成的。
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几乎所有争论都根据于或根源于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
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性质和对象的分析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
我们从科学与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部区分等
不同层次，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定位。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涉及到以下复杂关系：人与社会，个人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
的规律性与目的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随机性、受动性与意志自由，人在活动中的愿望与条
件、目的与结果、理想与现实、预见与反馈、因果关系与偶然突变、预言自适应与社会测不准，行动
规律、心理规律与社会规律，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等；涉及对自然，人一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形
态及其当代理解。
我们认为，应当借助于多种参照系来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把它们看作是自为性和异
质性的统一，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内在相关性相对自然客体而言更大的偶
然性和不确定性，可预言性和准确预言的有限性等。
这些特点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的许多学科特点，例如，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实证性、说明性与理解性、体验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创新性的统一，真理性与可错性的统一
，价值中立性和非中立性的统一等。
　　（2）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可以从理论结构、学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不同方面来加以考察。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结构指构成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知识元素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它是人文社会
科学的内在逻辑的集中表现，表明知识元素在科学有机体中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
这种知识元素主要有概念、变量、陈述、格式等，它们的不同有机组合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理
论结构。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考察。
横向的指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具体的不同分支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纵向的则包含着元科学层面、分
支科学层面、部门科学层面和应用科学层面。
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结构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制和管理体制，其中包含着专门研究机构、高
等院校和民间研究团体等不同社会组织形式。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指其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主要有以下方面：社会
描述和说明功能；社会理解功能；社会反思功能；社会预见功能；社会批判功能；社会创新功能等。
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有许多特点，例如，实践催化性，更强的主体依赖性，差异性和变动性，潜移默
化性和社会预言的自适应性等。
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社会功能只有借助于一定的主体、理论和环境条件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并不断地
优化。
　　（3）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化与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既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为己任，就不能不特别地关注其进步与发展问
题。
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对社会文明的变革与进
步的特殊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的科学技术，当然地应当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变
革技术。
与社会变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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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也有常规发展与科学革命之分。
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是在双重批判和双重建构中得到实现的。
一方面，科学地批判已有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科学地批判社会现实；一方面，在发展了的社会实
践基础上从事理论批判，另一方面，依据更新了的理论从事实践批判；一方面，观念地建构更加合理
美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另一方面，观念地建构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文社会蓝图；一方面，依据新的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去建构更加美好理想的现实社会，另一方面，依据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发展人文社
会科学理论。
正是在这种观念与现实、批判与建构、观念的批判与实践的批判、观念的建构与实践的建构的交互作
用中，人类社会文明得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得以进步。
　　（4）人文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
人文社会科学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探索与研究
活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不可能的。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直接地是以科学家个体为单位来进行的。
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
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优秀的思想品质，如探索人文社会奥秘的求知欲望
，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自由竞争的宽容品质，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敬业献身的使命感等；其二，
独立的主体意识，如自决意识，自主意识，自控意识，批判怀疑意识，责任意识，个性意识等；其三
，良好的能力素质，包括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强大的知识力，丰富的情感意志力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也是一种群体性和集团性行为。
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群体性和集团性存在方式，它们由一定的共有和共享的
范式而组成，要求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学科观和方法论观念，共同的基本理论假设、基本理论原
理和基本理论观点，共同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理论主题，并在内部从事比较充分的作业交流，具
有较强的韧性和相对稳定性。
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是按照需要原则、目标原则、能级原则、适应原则等组合起来的，并依据研究对
象的具体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有其一定的专业、职能和层次结构。
　　5．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　　这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主体性内
容，本书主要探讨了以下重要问题。
　　（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
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般说来，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描述主体的意识特征的范畴。
主观性指主体意识依赖于主体的生理心理特性和语言符号形式方面，客观性则指主体意识依赖于相应
客体的对象性内容方面。
正是主体意识具有对于客体的对象性内容的依赖方面，它才可以借助于一定的检验方式从与对象性内
容的符合、一致关系中得到客观性的检验，并由此而得到真理性的说明。
客观性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性的追求却显得格外困难。
其一，人文社会生活中所蕴涵的大量的心理、情感、意识等方面的因素深藏于人们的心灵内部，不太
可能纯客观地得到反映和再现，需要深层的理解和沟通；其二，社会认识和交往中存在着人们之间互
为主客体的情况，假象和人为遮蔽常常妨碍客观性的认识和理解；其三，人文社会科学试验中存在着
独特的ReSenthel效应，即试验的愿望影响试验的结果，等等；其四，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内在交织，
常常造成观念对现实的扰动，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和客观性问题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说明，尤显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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