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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矛盾和“人类危机”。
这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的乐观主义与终极价值和思想的悲观主义并行的时代，是一个物质的满足与精神
的焦虑并行的时代。
一方面是高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财富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工具理性猖獗，审美视野褪
色，人类本真的生活目的变得晦暗不明，高贵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在公共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代之以
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道德态度和喧嚣、狂躁的审美趣味。
　　具体说来，目前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表现在三个向度上：　　一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
在以“进步”和“发展”为主导范式的社会价值追求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GDP成了唯一的评
价标准，这种片面的社会追求和评价标准严重地冲刷和遮蔽了人类的精神遗产。
人如果失去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和广阔的精神领地，那么，也就失去了形成共识的前提，失去了思
想和文化的想像力。
　　二是工业、技术与自然的矛盾。
在工业化的技术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么只是有待攫取和消耗的资源，要么只是已
经报废的矿井和工业废料，不再是欣赏和体验，并与之共融一体的世界。
而人本身栖居的城市也变成了钢铁丛林和水泥帝国，失去了自然的美感和家园的记忆。
在这样一种生产和生活状态下，人与环境、与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家园感的丧失和美感的丧失，实际上就是生活意义的丧失。
　　三是心灵与外部实在的矛盾。
在专业化、实证化和定量化的知识和职业的体制中，心灵的完整性被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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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初版于1994年的那本《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的修订本。
它体现了我内心对既有知识传统的充分尊重，同时又是对传统知识格局的一次突围。
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它批判自古代希腊哲学以来理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片面的科学视界和狭隘的科学
精神，借以揭示人文科学的理论和现实地位；同时，它着重在与社会科学的比较中，来界定人文科学
的特性和方法。
这一学术视角的提出和学术观念的表达，是我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这一学术新领域的尝试，也是
我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学术和知识体系之间共生与对话格局的一种追求。
    作为一个生活故事，本书也记载了我作为一位学人的一段心灵和人生的旅程。
本书初版的运思和写作时间是1993年10月到1994年4月，我常常会庆幸和感慨自己作为个体的思考与那
场“人文精神热”的契合，那场讨论以及本书初版的写作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和现代文化的孕
育和催生过程中的清晰的脉动。
此前的“文化热”以及哲学上的主体性问题等等，都内蕴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逻辑。
此后，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关系的讨论，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文以及工业与人文的关系的讨
论，教育领域中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全球化过程中弘扬民族精神的呼唤，还有目前我
国“以人为本”的新社会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也都体现着同样的精神和价值的跃动和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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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由关注自然向关注人转变　　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为哲学的发展
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有人曾对由泰勒斯到巴门尼德的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作过这样一个概括：伊奥尼亚学派所说的本原既有
质又有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原被抽去了质，但还保留了量；到了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本原
只剩了没有分割性（量），也没有一定的特性（质）的一种全然抽象的“存在”。
从伊奥尼亚学派到爱利亚学派，希腊哲学的进展分明是从感觉的思想上升到超感觉的纯粹思想的境地
。
爱利亚学派所讲的“存在”可以代表纯粹抽象的思想。
①黑格尔也曾指出：“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
域。
”②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既不生成也不消灭的；存在是完整的；只有存在可以被思想、被表述，只
有存在才有真实的名称。
这实际上既否定了伊奥尼亚学派的本原问题以及生成原理，也否定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多、可分性、流
动性。
“存在”或“有”（Being）这一范畴不具有任何感性形式，是一纯抽象的概念。
　　但是，应该指出，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几乎全是用否定词来表述的；无此无彼，无色无形，
没有起始，没有产生，不在这里，亦不在那里。
因而，它所隐含的可能性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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