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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
如果将这三项基本功能进一步提炼，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学的使命，那就是——保护和传授、创造和丰
富、传播和应用知识与文化。
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表现为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也可以表现为向社会提供解决
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依据，还可以表现为直接推动知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但无论何种形式
的贡献，都必须以学术创新为根本，这是大学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源头活水，也是大学的独特价值和魅
力之所在。
　　北京大学诞生于110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兴学图强的产物。
从诞生之日起，北京大学的使命就非常明确，就是要以新的知识推动全社会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推动智慧之开通和实业之振兴，从而为实现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作出应
有贡献。
　　一个多世纪以来，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代又一代北大师生艰辛求索、百折不挠，
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创造了许多重大成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20世纪初期，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
科学、民主的思想；北京大学还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
质等现代自然学科都创建于北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刚毅坚卓、弦歌不
辍，努力为中国保存科学文化之元气，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
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创造了以世界首例“人工合成牛胰％素”为代表的先进科研成果，形成了以马寅初老校长的“新人
口论”为代表的重要学术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大学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前进，进入了学术繁荣发展的春天。
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落实“一国两制”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上，都
可以看到北大学者的真知灼见。
“儒藏”工程、“中华文明史”编撰工程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取得重要进展，费孝通的“文化自
觉论”、林毅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等一大批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现。
北大还研制成功了举世闻名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微
处理器“中国芯”，形成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等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
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新时期，全社会对新知识、新思
想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大学的学术创新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和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发出了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一流大学的动员令。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求北京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成为科教兴国
的强大生力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这是全民族的殷切期望，是北京大学义
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我们辑录了近十年来北大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若干研究成果。
之所以要出版这本集子，一是为了回应国家和社会对北京大学的厚望和重托，从一个方面向祖国和人
民报告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一点工作成绩；二是为了激励全体北大教师以推动社会
文明和进步为己任，不断形成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术创新成果；三是为了进行一个无声的宣
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一直在北大生生不息、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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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北大人一定会将历久弥新的光荣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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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学者思想实录：人文卷》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
如果将这三项基本功能进一步提炼，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学的使命，那就是——保护和传授、创造和丰
富、传播和应用知识与文化。
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表现为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也可以表现为向社会提供解决
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依据，还可以表现为直接推动知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但无论何种形式
的贡献，都必须以学术创新为根本，这是大学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源头活水，也是大学的独特价值和魅
力之所在。
　　北京大学诞生于110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兴学图强的产物。
从诞生之日起，北京大学的使命就非常明确，就是要以新的知识推动全社会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推动智慧之开通和实业之振兴，从而为实现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作出应
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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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关于中华文明史的理论思考
“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假若危机明天来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对亚洲价值观的思考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
《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关于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的建议艺术问题“埃尔金大理石”：文化
财产的归属问题历史《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
国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内在关系的思考和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国”兴替走向“活”的制
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肯尼迪政府是怎
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的？
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和林访古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哲学漫谈伦理道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与唯物辩证法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研究提纲中国的佛教与儒教以人
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时空结构和时间向度——兼评西方历史哲学的两个命题关于弘扬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
潮逻辑和形而上学的起源“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
遍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全球伦理”的可能依据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关于我国科普事
业宏观战略问题的思考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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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
自强、以和为贵。
　　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
是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
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
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即已有之。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自然界的必然准则，“天经”与“民行”是统一的
。
这里天是对地而言，天地相连并称，显然是指自然之天。
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
但孟子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证。
《周易大传》提出“裁成辅相”之说，所谓裁成辅相，就是使天地之化接受人的范围，使万物委曲成
就。
《文言传》提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与天地合德即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调谐。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宣扬“天副人数”，陷于牵强附会。
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四字成语，在其所著《西铭》中以形象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
但也承认天与人的区别。
人是自然界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
“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所谓“克服自然”、“战胜自然”有很大的区别。
在历史上，中西不同的观点各有短长，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改造自然的辉煌成绩，但也破坏了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实很有必要。
　　二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可以称为人本思想。
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怀疑鬼神，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
孔子更认为应重视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死后的问题。
孔子对于鬼神采取存疑的态度，这种思想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得最为鲜明。
仲长统说：“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
”他提出“人事为本”，是儒家“人本”思想的最明确的表述。
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佛教东来，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一般群众颇受其影响，但是儒家学者起而予以反驳
。
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为质而神为用的学说，彻底驳倒了神不灭论。
　　宋明理学中，不论是气本论、理本论或心本论，都不承认灵魂不灭，不承认鬼神的存在，而都高
度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
受儒家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都比较淡薄。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
虽然道德也是有时代性的，但是这一道德传统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　刚健自强　　先秦儒家曾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
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
孔子弟子曾子说的“大节而不可夺”，即是刚毅的表现。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不息”的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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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日月星辰运行不已，从不问断，称之日健，亦日刚健。
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
自强即是努力向上，积极进取。
儒家重视“不息”，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
生命的思想。
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他又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同上《微子》），即赞扬坚持独
立的人格。
孔子更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同上《卫灵公》）孟子进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也。
”（《孟子?告子上》）这所谓“义”，包括人格的尊严。
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的最基本的要求。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曾有关于刚柔的论争。
与儒家重刚相反，老子则贵柔。
老子贵柔，意在以柔克刚，柔只是一种手段，胜刚才是目的。
贵柔乃是求胜之道。
孔子重刚，老子贵柔，其实是相反相成的。
　　四　以和为贵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价值。
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上《子路》），区别了和与同
。
和同之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
《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不同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
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
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
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
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这称为和。
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日可；“君所谓否”，臣亦日否。
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
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达到正确的结论
。
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能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
“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意见，对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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