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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本书是在我多年讲授人学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比较散乱的讲义进而写成清晰准确的教材，
然后再深入加工对一些重要专题的思考，从而形成一些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有的是在近几年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有的是在本书中才明确形成的。
所以本书写作的目标不仅要使一部作为人学理论课程的教材得以完善，而且也要把一些专题性研究的
所思所得贡献给那些对人学理论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以期共同钻研和探讨。
本人对人学问题的关注较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写过几篇关于人生哲学、人学本体论、人的主体
性等方面的文章。
但是我真正意识到人学理论的全面意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和科研方向，那还是2001年以后的
事。
全国人学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徐春教授邀请我参加了那一年上海大学举办的全国人学学会第
二届学术年会，这以后每一届人学学会的年会我都应邀前往参加并提交参会的论文。
在参会过程中各位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和会议文献资料使我了解到当代我国人学领域的前沿问题和重
要成果，了解到人学研究在我国哲学理论中的繁荣前景，并了解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
系还开设了人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
于是我产生了把当代我国人学思潮和理论成果介绍到本校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中的想法，我把这个想
法讲给黄楠森教授和陈志尚教授、徐春教授之后，得到了他们的热情鼓励。
徐春老师还把当时在书店中很难买到的，由黄楠森教授主编的《人学的足迹》、《人学原理》（1998
年出版）等书赠送给我。
这样，我2003年开始在吉林大学哲学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人学研究”课程。
后来改为“人学思潮前沿问题”课程。
在2005年我还写作出版了《人格自我与个体性》一书。
这门课程之初，我主要是以国内人学研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介绍作为线索，比如介绍黄楠森的人学作
品和思想体系，高清海的类哲学思想，韩民青的人类学，韩庆祥的能力论，袁贵仁的主体性研究，王
锐生、余潇枫的个体人格论研究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介绍讨论、分析评价，再引申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而且我组织的课堂都要求学生选
择人学某个专题写出论文，并进行课堂演讲和讨论，通过辩驳和碰撞来锤炼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些研究生在做学位论文时选择了人学方面的题目，有些人还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
几年之后我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为以前沿争论问题为线索，以专题研究为形式，来介绍和讲解我国人学
研究新近的成果。
如果说开始考察人学研究的人物、著作是这门课程教学的粗加工，那么问题或专题研究则是细加工，
是更为深入和提高了的一步。
二人学思潮在我国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如同许多学术理论的发展进程一样，我国的人学研究在许多学者的专题研究形成了深入丰富的理论成
果之后，在各个专题之间相互关系逐步明朗化之后，有一批学者开始尝试写出全面系统把握人学理论
的作品。
这些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些原理化、体系化研究人学理论的著述，如袁贵仁的《人的哲学》，黄
楠森的《人学原理》、《人学辞典》，韩民青的《哲学人类学》四卷本，陈志尚的巨著式作品《人学
理论与历史》三卷本，韩庆祥、邹诗鹏的《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等。
这些著作的重要价值在于使得我国当代人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以系统全面的形式和逻辑结构严密的形式
展现出来，使我国人学思潮的发展明确了一个总方向。
与上述情况不同，我们在这里进行尝试的是另一种思路的研究——人学思潮前沿问题的研究。
这种研究与严密体系化研究有所区别，原理体系的各个专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求严密，要求对人学理
论的重要内容无所不包，要求对人学各方面的问题都给出“原理”式的解答。
而问题式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确定不移，特别是我们所进行的“前沿问
题研究”更是具有无穷开放和随机应变的优点，向着新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开放，向着新出现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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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的观点开放。
对哲学人格论的研究，对科学技术革命与人学关系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的人学问题，对“以人为本”
、“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的研究等，这些课题很难给它们指定一个确定的理论位
置。
在这里我们弱化了各个人学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是力求把握最有理论吸引力的前沿争论和焦点问
题本身。
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无遗漏地涵盖我国当前人学研究各方面的成就。
哲学就其本性来讲，是一种批判思维和自由思维的艺术，它的特点是没有确定的领域和问题，没有确
定的方法和形式，而且它主要是一种否定性研究和证伪性的研究，这里不仅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动摇的
、免于批判的知识存在，而且哲学本来就不是一种求知识的学问，它更应该是一种革新知识的方法。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对那些自诩为真理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辩驳，从中发现缺失之处，从而把人类智慧
不断推向前进。
如果说在数学、几何、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可以找到一些长期不可动摇的原理，那么如同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这样的东西在哲学领域根本就不曾有过。
而且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恩格斯所要说明的也不是那些确定了的知识，而是要对这些知识进行辩证
法的考察。
三如上所述，我们这项研究的特色是运用辩证对话的方式，对各种名家名著的理论观点，对各种社会
发展实践向哲学智慧提出的挑战，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进行分析和辩驳，以此来展
现当代人学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力求深入和提升，引申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思考
。
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严密地把握、理清和消化国内外的相关理论资料，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所做
的那样，没有充分地占有理论资源和对其进行消化辨别，就轻率武断地宣布自己的思想和结论，那其
实是哲学史上说过的“独断论”。
独断是我国当前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最不好的倾向，在哲学人学的研究中我们也要努力避免被这
种倾向所腐蚀。
与独断相区别，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和见解都不以封闭的和占有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只是以柏拉图所
说的“意见”的形式出现，以启发开放的形式呈现。
我们对各个理论问题的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开放的，而且是随时准备修正和放弃的。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见解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不是自认为已经完成了“西天取经”和实现了“
大海捞针”，我们的目标不是宣布真理的完成，让大家都来接受我们的结论。
在哲学探索的旅途之中，任何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的封闭式的话语都只能是哲学幼稚或者是黑
格尔所说的“精神自大狂”的表现。
我国哲学界长时期受到苏联的原理式和独断式哲学观念的影响，而现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
要克服独断论，这也是我们的人学理论发展所要重视的工作。
黑格尔曾被许多理论家当做哲学辩证法的正宗，于是许多人习惯于像黑格尔那样用哲学方式向人们提
供关于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各种规律、逻辑。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那样认为的，马克思提出首先需要的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要去除
其中的神秘主义，那是因为黑格尔把本来具有革命和批判本质、能提升理性思维、把真理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的哲学辩证法异化为他的《逻辑学》式的独断论，并且用来作为论证神之伟大和普鲁士封建专
制永恒的诡辩。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根据波普尔的理论，哲学的价值不是在于它能够证明什么
，而是在于它能证伪什么，也就是在于它的否定和批判力量。
这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写作之要义是贯彻哲学研究的批判性与辩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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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讲授人学理论课程和进行这方面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人学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书的特色是运用辩证对话的方式，对于各种在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于各种社会发展实践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向哲学智慧、向人学研究提出的挑战进行展示和介绍，然后进行分析、讨
论和辩驳，在此基础上再引申出自己的独特性见解。
本书的研究是一种问题式研究，也是一种前沿性研究。
这种研究具有无穷开放和随机应变的特点，向着新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开放，向着新近出现的火花
式思想观点开放，以期与关注这个思潮理论进展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把我国人学研究的事业推向前
进。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八章：人学思潮在我国、人性论新探、人格论思辨、人学价值观变革、人权论启蒙
、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再升华、对西方人学研究成果的批判性考察、中国特色的人学问题。
在这里我们弱化了各个人学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是力求把握和提升那些最有理论吸引力的前沿争
论和焦点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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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人学价值论人性论、人格论都把人作为客观存在进行考察，只讲人是什么。
而价值论则把人作为主体，作为生活的参照来考察，提供“应该是什么”的解答。
在我国价值哲学、哲学人学理论、科学技术哲学理论形成之前，对人的价值问题理解极为狭隘，理论
家们多半只从人生哲学的视角看这个问题；而且在人生哲学中讲人的价值时，也只是片面强调人生的
客观社会方面的价值，强调一个人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决定了这个人的价值。
近年来我国的价值哲学和哲学人学等学术取得进展，这为我们研究人格价值提供了更为广泛和坚实的
理论基础。
我们当前不仅克服了只在人生观的狭隘视野内讲人的价值，克服了片面贡献论的人格价值观，把人的
价值问题放到伦理、美学、科技哲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去考察，而且有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多重价值
论、人的能力论、人的三重价值论等；而且我们还开始意识到人的绝对价值这个以往几乎没有被任何
理论觉察的思考维度。
对人的绝对价值的意识将会构成人学价值论革命，将会为我们解决社会生活中许多困惑迷乱的现象提
供有益的引导。
4.人权论这是人性、人格、价值理论基础上必然产生的实践要求，是实践理性研究。
以往人权论曾被我们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妖魔化，并拒之门外，后来开始研究时又多被伦理、法
学注重。
近年来的研究才使我们看到，人权观念的真正根基却是在哲学人学的智慧中，我们看到对人权合理性
及其内容的理解是以对人性、人的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为根据的。
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我们开始认真接纳人权概念和虚心学习西方人权理论以来，我们开始看到人
权要求的永恒和普遍意义，看到马克思学说与人权思想的互通与互容，看到中国人权意识启蒙的文化
背景、艰难道路和人权启蒙的伟大意义，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人权文明建设的大方向。
哲学人权论研究如同只欠东风而扬帆待航的船舰，它将承载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自由平
等意识输送到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伟大使命。
5.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虽然在很长时期里我们对马克思著述中某些关于人的论断并不陌生。
但是系统地梳理阐述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却只是近些年才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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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学思潮前沿问题探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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