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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文教育的意义涉及人文科学，人文课程，也涉及杰出人才的培养，大学的办学
水平。人文课程简言之，即人的课程。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即文史哲。人文课程的地位直

接反映的是人的地位。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的学问，没有比关于人的学问更重要的了。人文科学

尤其需要创造性思维。人文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在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的

时候，都别忘了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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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本文中特别讨论一下人文教育的意义，
这涉及人文科学、人文课程，也涉及杰出人才的

培养，涉及大学的办学水平，因而具有重大意义。

一、重发明，更重发现

先从发明与发现的关系说起。

什么是发明的？什么是发现的？ “１”这个数
字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这个符号是发明的，

表现它的还不只这一种写法。“１”也是发现的吗？

这个发现岂不太简单了吗？ “二、三、四、五，

个、十、百、千”，是发明，还是发现？英语里，

还没有与 “万”对应的单词，它是由十个千来表

达的；汉语里的 “万”很独特吧，发明乎，发

现乎？

在学校里，练写作，练算术，都是练习已有

的一些东西。既说不上发明，也说不上发现。学

到一些高深的东西，就会有这类问题了，必要时，

需加以区分。

那么多汉字，它们是被发明的，还是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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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人”字上加一横，为什么是 “大”了？再加

一横，为什么是 “天”了？这是发明，为何有这

些发明？若是发现，在这里又发现了什么？发现

了人与天、与大的关系吗？

我曾与一位院士讨论过，我问他：是爱迪生

更伟大，还是牛顿更伟大？他即答：都伟大。他

回避了一个 “更”字，回避了比较。几天之后，

他告诉我：“张校长，当然还是牛顿更伟大。我只

是觉得工也很重要。”正是这样，他所在的大学正

是一所工科大学。但是，这位院士的理论修养亦

极佳，可能只是首次碰到人们这样问。事实上，

这所原本的工科大学，后来在文和理方面都有长

足的发展。

后来，我又问他：是牛顿更伟大，还是亚里

士多德更伟大？此刻，他不回避了，立即答道：

亚里士多德。我不会再问他 “原因是什么”，那

样，似乎有点不礼貌了。

简单地说，爱迪生是发明的，而牛顿是发现

的；牛顿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发现的，但牛顿是关

于自然的发现，而亚里士多德的则是关于天地人

间的发现。换句话说，牛顿的成就可称之为自然

哲学，而亚里士多德哲学，涵盖一切的哲学。

站在今天看，爱迪生的许多发明早已为今日

更重要的发明所取代，而牛顿的力学、数学仍然

是学生们所要知晓的，只不过表达的形式有了变

化。３００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否定了牛
顿，而是补充和发展了牛顿的绝对空间的理论。

也可以说，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发现的，并

且因此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当然，如我们所知，亚里士多德最伟大的贡

献在于他提供了方法，他的主要贡献也不在观念，

而在他的方法，他是方法论大师。牛顿也提供了

方法，但那叫作自然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所提供

的，则是辩证法，可用于一切的方法论。

黑格尔无疑也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但他认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人类的两位导师。有人似

乎忌讳言必称希腊。可是，希腊神话确实存在于

那里，能回避吗？不好好学习行吗？希腊神话中

最宝贵的，永恒的精华，无疑是他们贡献的辩证

法。恩格斯称赞希腊人是天生的辩证论者，这不

也是在称赞希腊神话吗？如今，还只有那些虔诚

地信仰希腊神话并努力学习他们的辩证法的人，

才可能走向更高智慧；只有那认认真真引导学生

好好学习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学校，才可能是高

水平的学校；无论何种行业的人，如果想自觉地

走向行业智慧，也离不开辩证法。实在说，辩证

法不只属于希腊，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我们教师肯定会既教学生去发明，也教学生

去发现。直接的发现很难，天才的高年级学生中

或许能有。但是，学习前人是如何发现的，在怎

样的条件下是可以走向发现的，无疑也是教师需

要特别关注的，并且，完全有可能引导学生去尝

试发现。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如果想要获得前人未

曾发现过的发现，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在学生

时代，他们可以在不知前人究竟发现了些什么的

条件下去发现。放在古今中外来看不算发现，别

人已有了；但放在当下，也可以是发现。

无论在语言文学课程，还是在数学、物理学

课程进行中，都可以引导学生去发现。

发明往往是有形的，发现往往是无形的。原

理性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要靠思辨去把握的。

过于看重感性，甚至崇尚感性，十分不利于发展

学生的发现能力。故而，还有一些相应的教育思

想需要去回望，去检讨，去求得新的认识。

二、充分理解人文课程的地位

当下的中国，在告别了那个动荡不已的年代

之后，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家强大起来了。

我们在技术上，在工程上，在发明上，都有十分

出色的表现。

然而，我们在发现上，较之发明是大为逊色

的。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原理性发现，牛顿式的

发现，在我们这里是极为罕见的。这与我们的文

化传统多少有关，但与我们当下原创力的状况更

为密切相关，与学术上的功利主义有关，与哲学

的发展状况相关，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有责任，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责任。

这里，我们特别讨论一下人文教育、人文科

学与人文课程的问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以来，
工科教育几乎占据了主流的地位；问题不在于工

科有地位，严重的是文与理不应当没有地位，那

些大大被忽视的恰恰是文理，尤其是文科，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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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忽视了人文教育。一些本有很强文理的学校

变成了纯工科，如当年的清华大学，曾只有８个工
科了，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清华才再次恢复它
的原貌。在湖南，湖南最好的大学也只有工科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ＭＩＴ曾是经历了由纯工科到文
理的转变，从而走上先进；我们的清华、湖南大

学在 ６０年前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如果说，
ＭＩＴ等是自然地走向先进的话，那么，清华大学、
湖南大学等，则是人为地在外力影响下走向了另

一条道路。

科学有多少种？知识有多少种？有人说，只

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还有别的吗？没有

了。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严重的后果。如我们所知，大学里的学报就只有

两个版本了，一个是自然科学版，一个是社会科

学版；另外，就只有一个科学院 （搞自然科学

的），而另一个就叫社会科学院了。

问题远不在于机构的设置和学报的种类，实

质在于人文科学严重被忽视，在学校里，则表现

在人文教育和人文课程被大大忽视了，削弱了，

有的还消失了。

在我的记忆中，首先是哲学严重受损，文学

中，古典文学大幅度减少，音乐、美术等专业被

取消。３５年前，中小学的音乐课没有教师了，因
为音乐专业，比如高等师范里的音乐专业停止招

生了。那时，就在教语文、教数学的老师中找一

些会唱歌的来顶替了。这种凄凉的状况也是 “史

无前例”造成了史无前例。

什么是人文课程？简言之，即人的课程。文

乃精神也，人文即人的神性。具体来说，最基本

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即文史哲。数学被称为 “人文

的近亲”，其作用也与人文课程的教育更为相近。

论关系，是人组成社会，如果关于人的学问

被忽视了，不明白人的学问，那么，关于社会的

学问也是难以真正弄明白的。忽视了人的社会科

学，还会是科学的吗？忽视了或去掉了人本位，

就必然会是社会本位，而社会本性的实质即官本

位。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官本位社会？这个问题的

答案还不清楚吗？

人文课程的地位所直接反映的，是人的地位。

目中无人，才会忽视人文知识的存在乃其决定性

意义。那种关于知识只有两大类的说法，其实质

也很清楚了。

为什么说人文知识、人文教育具有决定性意

义呢？我们分别从事实和逻辑上说明。

古典大学四院，博洛尼亚大学时期，文学院

居首，到柏林大学，文学院为首由哲学院为首所

替代，哲学在文史哲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英法

意的现代化都受益于哲学，但１９世纪以来德国人
更自觉、更明确地以哲学带动了一切。

现在，大的学科类，世界上公认的顺序是文、

理、工。ＭＩＴ曾只有工，哈佛无工，现今还没有，
但是，只有工的时期的 ＭＩＴ是二三流大学，无工
的哈佛却是世界一流的。

我曾对中南大学校负责人说，你们是当年

ＭＩＴ，只是你们现在的日子还好过，但时间会告诉
你，必须改变纯工科状态。后来，他们开始改了，

却困难重重。湖南大学曾是文理工齐全的大学，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走了一条弯路。但它有优良传统，到
８０年代初之后，湖南大学就迅速恢复了昔日的优
势，人文再度成为引领者。湖南大学比中南大学

还可能走得更好。

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能说明人文科

学的决定性地位。我一再地提到ＣＩＴ的例子，它似
是以自然科学著称的，有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获

得者，但它的 ８０位院士中，有 ２８位人文科学院
士。他们深深明白人文科学的决定性地位。

今日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都是文理十分强

大的大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十分强大。

三、再议人文

上面，从事实上说明了人文课程、人文科学

的地位，我们还需从一般道理上去理解。有些教

师是教人文课程的，有些则是教自然课程、社会

课程或其他课程的。但这个问题与所有的教师相

关。对于非人文课程的教师而言，有两个方面需

要考虑：一是，尊重人文课程及相关的教学；二

是，在自己的课程中，即使是自然课程和社会课

程也是可以且应当体现人文精神的。

人文课程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其一般的道

理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去看。

１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的学问，有什么比关于
人的学问更重要的呢？不能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但是，在社会中如此，人是社会万象中一切的根

本，亦尺度。因而，研究人仅次于研究大自然，

而且，人之神奇本身是大自然神奇中的最神奇。

２关于一切的历史是 “一切”所创造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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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 “一切”的历史只有人才能去为之写下。

３科学已经把宇宙的起源大体说清楚了，但
是，关于人的起源还一无所知。上天把所有的秘

密放在了人的身上。这所有的秘密，我们能一个

一个去揭开，然而，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揭开。不

过，上天仍然盼望人不断地去揭秘。这也是告诉

我们 ，人文科学不仅最值得研究，也最不容易研

究，又最需要去研究。我们不会甘心对自己知之

不多的。上天缔造了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不断

地思索自己。

４人文科学的研究需要更高的智慧。自然科
学家们要有很高的智慧，然而，人文科学家则要

求有更高智慧。人文研究得好的，是哲学家，而

且是哲学家中的佼佼者。

５人自出现后，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有来
自大自然的，有来自人自身的，有来自其他人或

人群的。有了束缚，就需要去解放。又是人，人

创立的人文科学，正是最有利于人的解放，让人

不异化，让人始终是人，而且成为越来越高大

的人。

６在所有的学问中，人文科学是最有利于人
自身的充分发展的。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是

人的智慧的精华，是智慧之上的皇冠，因而，人

文科学特别能给人以智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自然科学家们都知道这一点，那些伟大的自然科

学家，在人文科学面前，都是十分虔诚、十分恭

敬的，因为他们都事实上受惠于人文科学，并认

为是人文科学抚育了他们。在较早发达起来的欧

洲，那里的科学家们特别明白这一点，明白哲学

家、文学家、音乐家多么伟大。

稍微具体一点说吧。

人文科学所需要的，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对

这句话，又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事实上，思维有许多不同种类，有些思维是

更富开拓性、更富创造性的。人文科学所运用的

思维，正属于这一类更富创造与开拓的思维。因

而，科学家们当然向往自己有这一类思维，这也

就是他们恭恭敬敬对待人文科学家的原因。

例如，人文科学常运用直觉思维，而直觉思

维正是开拓性的，它可捕捉到更多信息。

又如归纳思维，人文科学更偏于归纳，而归

纳才是大创造，演绎是小创造，这种小创造往往

已包含在演绎的前提里。公理方法是演绎方法，

但公理本身的获得则靠归纳，非常不容易的归纳。

数学中有一种完全归纳法，实际上具有演绎的性

质，因而，运用这种归纳法还不具有一般归纳的

性质。

还例如，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后者具有单

一的走向，故而，其所得亦甚微，发散思维则指

向众多未知方向。如直觉一样，发散思维所捕捉

到的知识的真理性尚需进一步检验。但这只是加

工的问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获得新知。

还有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人文多运用形象，

但形象是想象材料的提供者，抽象也只是对形象

的抽象。故而，人文在这方面也起巨大作用。人

需要发展抽象能力，比如，数学、哲学都是最抽

象的，可是，数学如哲学的一项重要本领，正在

于将抽象形象化，将形象抽象化，其本领是在这

两方面迂回前进。

以上几点应当足以让我们明白，人文的思维

方式多么重要。在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教

学和研究的时候，别忘了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

它还可以让我不致钻进死胡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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