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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为即将付梓的《大学入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伏案作序时，我明白，我所想写的，不仅
仅代表我个人。
有人问：你们为何要编这套《读本》？
这可从两方面来回答。
若着眼于建设性，《读本》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若着眼
于补偿性，则毋庸讳言，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久矣。
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
且不说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一般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也不说大学生在校往往囿于
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萎缩，以致“学哲学太空，学历史太死，学文学太浅”，本属人文学科
的文、史、哲尚且如此，更遑论非人文学科的理、工、医、农等专业了；即使是高校专职做学生工作
的，也因偏于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而无力亦无计从“精神成人”的高度来满足大学生对普世价值通
识的人文渴求——虽然一个大学生从18岁跻身高等学府，到22岁本科毕业，本是其生命史特有的“灵
魂发育”季节，他本就有权要求大学设置有关“精神营养”教程；虽然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当它刚
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崛起时，它便是以“精神城堡”的英姿，而非“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昭示于人
类社会的。
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大学，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又如抗日战
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然俱往矣，今非昔比，但无碍后人来日可追先哲。
《读本》应是一套普适性的青年知识分子修养读物，而不仅仅是大学人文系科的教参资料。
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专业学识层面上的创造者、传播者及运用者，它可以涵盖学界、
思想界那些敢于担当人间道义的“精神战士”，但前者的外延显然比后者宽泛。
至于“精神成人”，则是强调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应在本科期间初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
其鉴别尺度之一，当是看其在学业之余，能否认真且持续地向自己追问“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
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此命题。
而《读本》的创意正在于，欲引导读者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对上述命题的思考：第一，人与自我—
—你将如何为自身的日常生存注入意义，从而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主
体角色”；第二，入与国家——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的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
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第三，人与世界——你将如何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
，尝试用全人类而非狭隘族国的眼光，来关注我们这颗星球所发生的宏大事件与国际难题，诸如生态
、种族、战争、宗教、人权⋯⋯而无愧为“世界公民”。
上述三个维度或三大理念，实已暗示整套《读本》的构成框架或编纂规则：以理念分卷，按主词立章
。
所谓“以理念分卷”，是指每一分卷重在阐释一个理念，依次为：“主体角色”（第一卷）；“现代
国民”（第二卷）；“世界公民”（第三卷）。
所谓“按主词立章”，是指围绕给定分卷之理念，设置一串富有逻辑关联的主（题）词（如第一卷为
“主体角色”理念设置的“人与自我”主词系列是：“大学”-“人生”-“日常”-“良心”-“青春
”-“婚恋”-“女性”-“角色”-“勇气”-“遗嘱”），再依据每一主词内涵的深广延绵，来精心选
文，有机组合，独立成章。
简言之，若曰“理念”是贯穿“主词”系列的灵魂，则刻意编排的“主词”当是逻辑地支撑“理念”
的骨架。
《读本》既然意在为大学生“精神成人”呈示根基性价值参照或“精神底线”，这便从根本上规定了
《读本》内容，亦即选文须具备“思想性”、“可读性”与“经典性”。
“思想性”、“可读性”无须赘言，“经典性”则重在辑录名家文字（内含著述、演讲、诗文、信函
、奏章、碑铭、日记、随笔、格言、遗嘱诸多文体）。
所谓名家，除了星辰般辉映20世纪人类文化星空的世界巨人外，《读本》还尤其珍视如下三类中华英
杰所贡献的思想瑰宝：一是1840年以降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与进步而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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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16-1919年间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疾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先驱；三是晚近20余年来为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而不懈奋斗的社会精英。
这就意味着，《读本》所做的，实是在尝试现代人文视野的重新整合，即通过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谱系的纵深勘探暨合理配方，以期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全方位、几近全息型的优质思想营养。
这就明显越出了当下高校系科设置互为阻隔的基本格局，而使《读本》初步呈现出跨学科、又渐趋圆
融的“大人文视野”。
是的，若着意甄别惯常意义上的学科归属，《读本》可谓涉猎甚广，近乎学科“博物馆”，远不止文
、史、哲、经、政，还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精神史⋯⋯但有趣的是，隶
属上述学科的选文一旦被有机辑入《读本》所设定的语境，它又奇迹般地淡出原先学科圈，而让文本
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皆无声地用来澄明大学生“精神成人”时可能生发的困惑。
由近代分工所铸成的高校系科的功能互阻，而今却在《读本》这一实验性思想平台消失于无形，这倒
是我始料不及的。
诚然，《读本》不会忘记它的潜在读者首先是正在校园就读的大学生。
大学生最终认同与否，可谓从根子上决定了《读本》的命运。
为了让大学生在“灵魂发育”之际，能及时而确凿地听到另一种清醒而清洁的声音，《读本》颇讲究
一个“贴”字。
“贴”，要义有二：一是珍惜大学生内心的人文渴求；二是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成长的烦恼”—
—既不是居高临下地借权威语式来以偏赅全，也不是把人文教育柔化为慈善家的安抚，更不是放任自
流，眼看一群群大孩子因挡不住时尚的诱惑而及时行乐，以欲念的满足来遮蔽人生真谛，却一筹莫展
。
让《读本》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的人文渴求，这既是编委的集体行为取向，也是对某种阅读理想的
预设。
若读者日后真能将《读本》之阅读转化为“灵魂对话”，这当是编者所梦寐以求的。
由此不难理解本书为何要将每章编者絮语命名为“旁白”。
“旁白”者，既含“参与”之意，又有“代庖”之戒也。
毕竟“灵魂”之事，纯属个人精神事件，他者可供参照，无法代之思考。
故在《读本》与读者之间，一个明智的编者只愿或只应扮饰如下角色：A．《读本》选编的思想资源
大多是巨子或有分量人物的文字，而编者恰似桥梁，望读者能通过编者的简介而与巨子相遇乃至对话
；B．有些巨子的经典性思考远较坊间崇高，“高山仰止”，孩子一时难攀，编者便是阶梯，可借“
旁白”把某些因深邃而艰涩的意思，深入浅出地说清楚，亦即当你想爬到巨人肩头看得更远时，请先
站到编者肩上来；c．选文所蕴含某些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中外学界却未必能给出权威性定论
，此时编者便有责任将巨子的思考乃至破绽，以及编者由此而生的疑虑，借“旁白”道出，企盼读者
一起思考。
一部书稿，近百万字，好不容易编出来，末了却说编者对全书未必洞明若烛，相反，尚存疑点有待日
后三思，这并非谦辞，倒是实话实说。
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缺失既久，这便命定《读本》作为补偿性举措，近乎是在先哲曾经走过却又转眼荒
芜的故土，重新踏出一条路来。
我与我的编委一路走来，走了一年，似乎不曾有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迈。
其间虽不缺“柳暗花明”之欣慰，那也是“山重水复”累月跋涉所致。
是的，我不讳言《读本》是在尝试“大人文视野”之整合，但这片刚被整合的“大人文视野”对编者
来说，无疑也很新，充满“陌生化效果”。
我愿说我对全书构成早已廓然于胸，但我委实不敢说，我对《读本》每卷、每章乃至每篇选文对给定
理念的细部阐释，也烂熟于心。
我只是对与我专业相关的《读本》内容才有言说的自信。
这就是说，面对《读本》所庄严展开的思想的宽银幕，我深感自己既是编者，同时也是亟须重新受洗
的“教徒”，此“洗礼”所指亦有二：既指学识，更指灵魂。
从这意义上，也可谓我和我的编委，是差不多与读者站在同一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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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舍身为人间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我们所以从五湖四海聚到独秀峰下，齐心
协力编《读本》，是因为我们皆祈愿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可将曾真诚地感动过我们、并将继续深刻影
响我们生命历程的那些思想暨文字，编成一本书，让现在那些渴望“精神成人”的大学生（其间将有
我的孩子）也用心读一读，或许他们也会有所感动有所思。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社长萧启明，责编赵明节、杨胜刚，感谢他们在《读本》一
案所体现的出版家的眼光、气度与责任心。
我还要感谢我的尊敬的编委丁东（山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李新宇（
吉林大学教授）、刘锋杰（苏州大学教授）、邵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富华（浙江嘉兴学院副
教授）、谢泳（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编辑），感谢他们为《读本》所贡献的睿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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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于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偶然，然而每个个体又不得不最终担当起这偶然而至的生命。
一个人该如何为其日常存在的生命注入意义，从而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
“主体角色”，并穿越欲望主体，向自由的精神境域迈进？
又如何承担和消化外在的和精神的风暴，锤炼自己的心志，向自我筹划，为自己拓展一方可以安身立
命的诗意居所？

创造自我，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升华自我，守住生命的热情；沉思自我，伸展情
志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形成整体的人文自我，凸现人文情怀，让生命走向丰富、充盈、绚丽、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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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中义，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
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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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大学的教育功能不仅是教育培训、培养专门人才，更在于造就人，养成健全的人格、训练独立思
考的能力，让大学生的思维能够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保持同一方向的联系。
    人文就是审思人生，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进行全方位的深层观照
。
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一面旗帜，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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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与自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学的教育功能不仅是教育培训、培养专门人才，更在于造就人，养成健全的人格、训练独立思考的
能力，让大学生的思维能够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保持同一方向的联系。
人文就是审思人生，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进行全方位的深层观照。
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一面旗帜，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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