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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学是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 以确证属人世界、以解放和弘扬人的

主体性为主旨, 并全面持续性地影响着当代思想文化及知识领域的思想方式及其理论学说。

人学不应该是具体的知识及哲学学科, 而应是既渗透于诸多具体知识学科及领域性哲学但又

超脱于具体知识学科及领域性哲学的总体性的哲学形态。人学研究的重要症结是在本体论

问题上缺乏建树, 人学作为当代哲学的总体性形态, 它本身就意味着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转换,

这就是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揭示出人的实

践活动的生存论蕴含及其结构乃是从理论上确立并阐释人学合法性的前提。

　　〔中图分类号〕B 038; B 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198 (2002) 02- 0025-

07

一

　　我们把人学看成是一种奠基于人的历

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

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的思想方式及

其理论学说。作为一场深刻、持续而全面地

影响着现当代人类文化并具体渗透到诸多

人文知识学科领域的思想运动, 人学显然

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哲学学说或学科。按具

体的哲学学说与学科来看, 人学往往是难

以确定其位置的。但是, 人学的更根本的意

义并不在于它是不是必须具有哲学的学科

归属或学说体系, 而在于人的问题这一本

来恒定但却被遮蔽了的现实性现在变成了

哲学理论必须直面的理论现实性。人的问

题的意义显然要大于人学在学科体系中的

可能定位, 至于人学的学说化及体系化, 则

不妨看成是一种开放性的和不断创构的过

程。从这个意义而言, 人学的合法性是毋庸

质疑的。事实上, 所谓学科及学说体系本身

不过只是人们便于思考和研究问题而人为

设定的, 这种设定造就了一种学术传统, 但

同时也可能与学问本身所应该关注的对象

阈与问题阈分离, 进而造成“学术”与现实

根本性的、且往往又是自身难以觉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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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比如, 传统的哲学学说一般来说只是

在本体论 (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 (逻辑

学)三个总体学说下展开的, 传统的哲学学

科则大体上区分为基于不同传统之下的哲

学样态 (如西方哲学样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样态、非西方哲学样态) , 以及伦理学、逻辑

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哲学等所谓

二级学科。但是, 按照上述分类, 现在我们

所展开的诸多包括人学在内的具有确定研

究论阈及内涵的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社会

哲学、环境哲学、女性哲学等等, 则或者由

于它们的“跨学科”性, 或者由于它们对传

统哲学学说的超越, 或者由于它们的论阈

与传统的学科或学说范式根本不同, 从而

难以归类。

　　如果说, 传统哲学的学科或学说区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和人为的

区分并且这种区分也未必“科学”的话, 那

么, 由此指责当代的诸多领域性哲学的合

法性本身就是不公平和不合法的。要理解

这些新的哲学样态, 就应当优先进入并理

解人学。从很大程度上说, 人学是承载着上

述其它诸多新的哲学样态的主题性的和总

体性的哲学样态, 这些新的哲学样态与传

统哲学学科及学说的超越及批判性关联都

需要通过人学的确立及理解体现出来。

　　人学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它所涉

及到的范围似乎已经超过了“哲学”, 并具

体地渗透到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与

技术科学中, 这或许是正在实现马克思当

年的宏愿, 即使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融为

“一门科学”。人学对传统哲学学科及学说

在形式上的超越同时就是对哲学本身的改

造, 它并不意味着哲学与现时代诸多人文

与知识学科的分离, 而是意味着更具有渗

透和引导意义的融合。人学作为当代哲学

的主题形态, 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学科

与学说综合性。

　　不过, 正像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哲学与

人文知识的当代分化一样, 人学所体现出

的学科与学说综合性并不意味着人学已经

等同于人文知识而不再属于“哲学”。当代

哲学之成为人学, 意味着哲学应当承担起

对当代诸多人文知识及科学知识的整合与

反省功能。因此, 人学当然还是哲学, 并且,

如果人们所赋于哲学的还是爱智慧的那种

原初意义上的理解, 而不仅仅只是抽象的

形上学建构或者是外在的知性图式, 那么,

人学未必一定要从名誉上“取代”哲学, 哲

学就是人学。但是, 如果我们需要反省并有

助于缓解某种“哲学”与诸知识或知识化的

人文学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紧张对峙的分裂

状况的话, 那么人学作为强调当代哲学主

旨的称谓就绝不只是出于某种权宜, 更不

是出于所谓策略考虑。人学所彰显的意味

正是当代哲学尚未充分意识到的, 或者说

是刚刚意识到却又被迅速消解掉的人的总

体性与历史性。人学的创构与阐解与当代

哲学的自我理解走着同一条路。

二

　　所谓人学, 不外乎就是关于人的问题

的哲学, 而诸多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领域

性哲学, 都可以直接看成是人学的具体运

用。在诸多当代的领域性哲学中, 人学确乎

同于一个总体的领域, 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

因为人学本身在强调其人本旨向时必须介

入和渗透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我们说人学

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 恰恰是因为当代

哲学具体地介入和渗透到人的诸多具体问

题领域, 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 进而实现了哲学主

题的当代转换。因而, 人学研究要走向深

入, 就必须考虑到自身范式的转换问题, 真

正深入到诸多问题哲学或领域性哲学中,

在对具体问题的探索中贯彻哲学。这对于

人学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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