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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传统积淀深厚。在西部高校中活

跃着一批优秀的人文学者。早在 2000 年，陕西省政府就列出专项，以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的名义，将西部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资助出版。

到 2007 年，“西部人文学术”丛书出版三辑 30 种，其中不少在学术界

赢得较好反响。目前“西部人文学术”丛书还在继续编辑出版中。

为进一步繁荣人文科学研究事业，推进西部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成果

的普及，增进社会各界对西部高校人文学科前沿进展的了解，促进西部

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我们拟在“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之外，另外编辑“西部人文讲座”，将西部人文学者在学校讲坛上的比

较有特色的讲座加以推出。

与“西部人文学术”丛书一样，“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将主要依托

西部文史哲领域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中青年骨干为作

者队伍，以西部人文学者有研究的学科领域或方向为主要选题。但与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重在推出西部中青年人文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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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西部人文讲座”丛书侧重推出他们立足于科学研究基础上的、

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讲座。丛书选题既要考虑所介绍学科领域或方向内容

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又要重视撰写者在教学上取得的成绩; 既要保

证在整体形式与内容上的学术含量，又要做到语言文字的简洁流畅，明

白易懂，体现严谨求实的学风，同时配置一些与丛书内容相辅相成、有

一定艺术性的插图。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读者朋友能基本了解西

部人文学者所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主要内涵、前沿进展，了解西部人

文学科的特色及水平，更能了解中国文化及西部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之

处。

“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将分批出版。首批推出的讲座及中国思想史、

周秦汉唐历史、中华古都文化、西北民族历史、西部考古、中国文物

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文化、中东地区历史与现状等

方面。我期待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为这套丛书写稿，也希望学术界和教

育界提出批评和建议，使丛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得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在此深表感

谢。

张岂之

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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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以人为本———儒家人文精神概论

一、人文、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人文精神”，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 “人文

主义”。“人文”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指诗书礼乐，人伦道德，即社会生活

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所构

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处理这些关系的规范等。一般与 “天文”对

称。如《易·贲卦》: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宋程颐 《伊川易传》卷二解

释说: “天文，天之理也; 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

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

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用今天的话

说，“天文”指的就是自然规律，“人文”指的就是社会道德规范。意

思是圣人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时序的变化; 通过人类社会的各种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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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治理天下。唐孔颖达疏云: “言圣人观察人

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 圣人所观察的人文，指的就是

诗书礼乐。

一般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

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

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学科

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

现。在西文中， “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 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

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

思想为: 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

抑; 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 三是主张灵肉和谐、

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

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可以把人文

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 第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

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

学精神; 第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

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

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 尊重精神价值) ①。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基本上延续了我国自古以来对 “人

文”的传统理解，同欧洲历史上的 “人文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例如，

在前几年有关 “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的讨论中， “人文精神的失

落”是指导致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的那种人的毫

无内在规范和理想追求的精神状态，是针对文化领域中那种调侃人生，

二

① 周国平: 《周国平人文讲演录: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2009 年 4 月 2 日 13:
29，来源: 人民网读书频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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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任何为文、为人原则，没有任何理想追求的创作态度，而不是指以

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丧失，所以，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

我们不会失落自己不曾有的东西。在讨论中所谈的“人文精神的重建”，

则更明确的是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建，是指文明、富强、民主的

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不是指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

识形态建设①。

二、天地之间人为贵

中国古代的三才观念，强调的是天地人三者的沟通、联系，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认为天地人是三位一体的。

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天与地是不同的，

是各有功能、不可替代的，最典型的就

是《易传》对天地本性的阐述。《易传》

中《象》、 《彖》、 《文言》、 《序卦》、

《说卦》都以乾为天，以坤为地。 《象》

强调乾坤两卦代表天地，提出 “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乾为天之运

动的刚健性质，要求君子取法于天行的健动不止，在个人的修养方面自

强不息。《象》又提出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坤代表地的厚

重顺承的性质，要求君子像大地一样，以博厚的德行待人待物。

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人一体，但人在天地之间又有特殊的地位。天地

虽然创造了人，但没有人这天地又为何而存在? 这样，中国文化又逐渐

发展出以人为主体的传统，如儒家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强调 “惟天地

三

① 吕嘉: 《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人文杂志》200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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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 ( 《尚书·泰誓上》) 。人为万物之灵的观

念，是把人与其他的万物区分开来，同时人也从天神统治的藩篱中脱颖

而出①。孔子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 《孝经·圣治》) ，荀子说: “水

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

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 《荀子·王制》) 《礼记·礼运》认为“人

者，天地之心也……”;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

行之秀气也”。就是说，人在天地间是居 “中”的，为天地之中介，居

中而立，但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而是把天地万物有机

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有突出的价值，人是一个具

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主要表现在 “赞天地之化育”: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

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礼

记·中庸》) “参”者， “叁”也，人与天地的地位和价值是平等的。

“赞”者， “助”也，人不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主宰者，而能够参赞、

调谐天地万物之化育。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

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

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

助天地生成万物了。庞朴先生曾说: “天的作用在 ‘化’，地的作用在

‘育’，人的作用在‘赞’ ( 帮助) ，三者相互为用，是为 ‘参’……所

谓人与天地参，是指人在帮助天地 ( 赞) 化育万物，而帮助天地化育万

物也就是‘参’加了天地的工作，作为第三者加入到天地共长久的圈子

里去……”② 这就很精辟地阐明了天地人一体，三才相互为用，人为主

四

①
②

韦政通: 《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第 269 页。
庞朴: 《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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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精神。

三、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 “天地之大德曰生”

( 《周易·系辞下》) ，“盛德大业至矣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生生之谓易” ( 《周易·系辞上传》) 。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

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 “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

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 “变易”。人能够效法宇宙的 “生生之德”，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 《周易·贲·彖辞》) 。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

交错是“天文”。依据天地之道，在人事中采取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 《礼记·中庸》) ，叫做 “文明以止”，这就是 “人

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

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宋儒常常以物喻人，以物性喻人性，乐于观雨听

风、赏花玩月，就是在春花秋月中体味出宇宙无限生机。北宋周敦颐，

住处窗前长满绿草，人问为何不剪除，他说每当他看到春天窗前杂草悄

然生长，看到万物生生不已，便会油然升起一股仁人爱物的情怀来，这

就是通过茵茵小草观宇宙生生之意。这个掌故，叫做 “茂叔窗前草不

除”，为后儒津津乐道。张载 《西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

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

胞; 物，吾与也。”这就将天地万物与人统一起来，将天道与人道相贯

通，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南宋朱熹写了一

篇《仁说》，劈头就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

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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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天地之大德是生生不已，这个大德像种子一样种到每个人的

心里，成为每个人的仁德。明代大儒王守仁说: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① 这些表明，中国的人文精

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

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 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即人与

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

类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四、儒家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比较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主体的

人文主义、以自然为归宿的人本主义截然不同。西方的人文相对于 “神

文”而言，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在反抗西方宗教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产生

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

它要求在各个文化领域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西

方人文主义主张平等、人权、民主，赞美人的力量，颂扬人的特性，反

对封建等级观念，反对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宣扬人的理想，提倡尊重

人，推动了欧洲各国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是

“人性”论，提倡的是“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西方的 “人本主义”也

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有所不同。西方人本主义认为: 人是万物的尺

度。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人的感觉和利害关系，人总是从自己

出发看待自然，看待世界。西方人文主义是一特定时代的一种思潮，一

次以人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本主义则仅仅是某些哲学学派的学术

思想。无论人文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未形成系统的连续的学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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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
第
一
章

以
人
为
本———

儒
家
人
文
精
神
概
论

︼

体系，也不具备本体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种显著

的、外化的人与神、人与自然的 “二分对立”，而是认为天地人浑然一

体的。不过，在这浑然一体中又是有差别、有区分的，而强调人的主体

性则是一以贯之的。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内在的、本质性的特征。

总之，儒家人文主义是一种涵盖性很大的人文主义，可以从一个同心圆

的逐渐发展来理解。从个人、家庭到族群、到社会、到国家、到天下、

到人类，乃至到宇宙万物。每一个同心圆总是开放的，不仅要突破个人

主义、裙带关系的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族群意识的民族主义、狭隘的

国家主义，甚至必须超脱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充分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

全部内涵。

五、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基本蕴涵

( 一) 社会政治方面，以治人为主，以治物为辅

中国古代的“治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被儒

家认为是君子所做的事。 “治物”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工农生产和商业、

科技等方面的管理，被儒家认为是普通人的事。

古代中国政教不分，政治倾向于社会性的教化，“教”则与今天的

教育大不一样，倾向于学习参政、议政。从历史上说，春秋以前学在官

府，六经六艺则是一种贵族化的政治文化，学习诗、书、礼、乐、射、

御都是为了更好地从政。如儒家向往的西周，“教”自天子始，然后是

太子、公卿、大夫的子弟，所 “学”都是为了政治。 《大戴礼记·保

傅》载: “《学礼》曰: 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

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

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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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

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

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太子也一样，

《易传·太初》: “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夕入北学。”

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起争鸣，提出了各种学说，但其理论目

标，都在论证“治道”。不仅如此，诸子还热衷于政治实践，他们都热

切地企盼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对此，司马迁说得明白: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 《史记·太史公

自序》) 《索隐》案: “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这就是说，

六家理论虽然各成一派，纷争不已，但都是经世治国之说。近人也论述

道: “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

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

辟犹橑之于盖，辐之于轮也。”① 张舜徽说: “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

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② 诸子百家见解各异，但其立论的归宿

都在论证“治道”，其人生理想、学术归旨，都指向了政治实践。儒家

始祖孔子声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 ( 《论语·子

路》) 有弟子问何谓儒家的理想人格——— “君子”，孔子回答:

子路问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

以安人。”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

舜其犹病诸!” ( 《论语·宪问》)

君子的“修己”是要“安人”和 “安百姓”， “修己”只是起点，

“安人”、“安百姓”才是终极目的。儒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

“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 《论语·雍也》)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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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吕氏春秋集释·序》，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张舜徽: 《周秦道论发微·前言》，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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