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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概念是目前中国学术界较为火热的概念.人文主

义的基本内涵偏重于人文理性与人文教化.人道主义的内涵则突出体现于人的生存.

人们常常用其中的一个指代西方的 Humanism.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Humanism 最

初的内涵与人文修养相关.但是后来逐渐演化为尊重人、突出人的地位与作用的思潮.

它具体体现在三个阶段,即尊重人的情欲的文艺复兴时期、尊重人的理智或理性的早期

启蒙运动时期,以及尊重人的意志的晚期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之后的若干种思潮.重人

而轻神是西方 Humanism 的基本视域,它与汉语的人道主义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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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m 在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成为引领世界学术的重要思潮.而人文主义,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是最流行的

学术术语之一.不少学者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解读为人文主义.从汇通世界学

术的角度来说,很多学者将 Humanism 翻译为或理解为人文主义,也有部分学

者将其译为人道主义.〔１〕这些解读似乎各有道理.本文试图指出:Humanism 的

汉语表达方式应该是人道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概念所具有的内容最接近于

Humanism,人文主义与之相距较远.将 Humanism 解读为人文主义,不仅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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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而且还存在着某些潜在的风险.

一、词源学考察: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 Humanism

人文主义一词的词根是人文,人文由人和文二词构成.人,在古代文献中通

常具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指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人类、个人中的人便属于此

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中人之

人便指此类.小人、爱人、大人等中的人也具有此类内涵.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

涵即人为.人为通常指人类为了某个目的而故意制作、作为的行为及其产品.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此处的人主要指人为的东西,
比如官衔、名誉、利益等.所以,人的两个基本内涵是人类与人为.文的原始意

思指纹身、纹理等,由此延伸为装饰、修饰.人文两个词合在一起,大体可以用来

表达如下的内涵:人类用故意的行为或方式来修饰某事.«周易»曰:“分刚上而

文柔,故小利有攸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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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指自然的天象,人文则是人类的有意行

为,包括某种约定、制度.通过人文,可以改造世界.人文便是文明、文化等人类

活动及其成果.人文主义,则是指某种强调文化、文明、教化世人的一种主张或

主义,文明教化是其根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人文或人文主义相对应的便是

自然,即人文及人文主义通常具有反自然的倾向.在人的生存过程中,既有人文

的作用,也有自然之功.这便是董仲舒所提倡的三本论:“天、地、人,万物之本

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
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２〕天性与人文共同构成人类成长的基础.
而在实践过程中,从荀子和汉儒的角度来说,人文教化常常与自然之性相对立,
即人文教化的对象便是自然之性:它常常对自然之性进行改造性活动.因此,倡
导人文主义通常与自然之人性相对立,而无论其善恶.

人道主义一词的词根是人道,其中的人指人类和人为,而人为便是人文.
故,人本身兼具自然之人与人文之人双重内涵.道的最基本的内涵比较明确的,
即“正确的原理或基本方法”〔３〕.这个基本原理或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经

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宋代为界限.宋代之前的道通常指正确行为的方法或

原理,具有经验性与现实性.这些人类行为原理或方法不仅是可以被认知的,而
且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因此是经验的、现实的.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儒家

将道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即道便是生存或存在,并因此具有了超越的、本源性

地位.朱熹曰:“道只是事物当然之理,只是寻个是处.大者易晓.于细微曲折,
人须自辨认取.若见得道理分晓,生固好,死亦不妨.”〔４〕道即事物当然之理,或
者说,理之当然者便是道.道被提升到形而上之理的高度.这种循理之道,有体

有用:“道者,兼体、用.”〔５〕作为体的道是形而上,作为用的道则是其展开.从超

越之体到其展开之用,组成了道的新内涵.这个新内涵便是人的最正确地在世.
注意,它不再是某种经验的原理或可见的方法,而是生存或在世本身.道便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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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生存.人道便是人类正确地生存.这便是宋明理学的人道内涵.由此,人
道主义可以具有两个内涵,其一,它指按照一定观念、原理而正确地生存;其二,
它指正确地生存本身.这两个内涵,其实是统一的.其不同在于,前者偏重于经

验与现实,而后者则突出其形而上的、超越的性质.二者的最终指向都是:好的

生活、值得肯定的人类生活或生存便是人道.人道主义,从字面来看,便可以被

解读为一种强调人类的好生活、好好生存的观念或主义.人及其生存或生活是

其核心.
而西方文化中的 Humanism 一词形成于１９世纪.〔６〕其源头则出现于文艺

复兴初期.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狄勒将 Humanist定义为“从事studiaHuＧ
manitatis的职业教师”.而studia的意思是学习、学术、理论,而 Humanitatis
的原形是拉丁语umanista,其意思有二,即,仁慈和修辞.于是,它主要指关于

仁慈与修辞的学问.这也是文艺复兴初期的知识界或学术界的教学活动的主要

内容.克里斯狄勒将其解释为“由五个学科组成,即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

德哲学”〔７〕.在这个阶段,Humanism 突出了人文教化的倾向,以及仁慈善良的

属性.这是 Humanism 一词的最初内涵.在这个内涵中,它既与人文主义相

关,也与人道主义相涉,即包含了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用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来翻译它也未尝不可.

但是,作为西方近代以来的重要思潮,Humanism 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初步

的、浅显的内涵.可以说,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到上个世纪中叶,Humanism 可

以被视为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主要流派之一,并由此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HuＧ
manism、早期启蒙时期的 Humanism、德国唯心论 Humanism、存在主义的 HuＧ
manism、马克思主义的 Humanism、天主教的 Humanism 等.在这一发展进程

中,Humanism 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明确,并最终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文

化现象.那么,经历了这些反战阶段后的 Humanism 究竟具有哪些内涵呢?

二、尊重情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 Humanism

通常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的主要代表有彼特拉克、伊拉斯姆斯、
薄伽丘、达芬奇、马基亚维利等.这些代表多数为文学家或艺术家等.他们通常

用艺术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其中的最大成就之一,是“首次明晰

并发现了人的全部的、丰富的本性”〔８〕.
被称为人道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是一位十四行诗诗人.在ItWasthe

Morning,BlestBetheDay,FatherinHeaven,theEyesThatDrewfrom Me,

GreatIsMyEnvyofYou〔９〕等诗篇中,彼特拉克歌颂了世俗的情感与生活.在

LettertoDionisiodaBorgoSanSepolcro中,彼特拉克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登山

经历与感概,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俗事物的热爱,尤其是出自世俗事物的刺激而产

生的欲望与情感.〔１０〕享受快乐的世俗生活成为彼特拉克的艺术主题.在这个艺

术主题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神圣生活的忘却甚至是反抗.在It W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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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中,诗人说:“itwanthemorningofthatblessedday”其中的快乐的一

日,编辑者注曰:“在别处(十四行诗２１１),皮特拉克将这一天确定为１３２７年４
月６日,星期一.这一天显然意指耶稣的忌日(４月６日),而不是１３２７年的美

好的周五.”〔１１〕伊拉斯姆斯创造了«傻瓜赞»来追问:“没有了快乐的生活是生活

吗?”他说:“事实上,即便是斯多亚学派也并非真的讨厌快乐.它们仔细地装作

并在公众场合下大声地宣称讨厌快乐,其目的在于将别人引开,然后留给自己享

受.让他们来向我解释什么样的生活不悲伤、不麻烦、不体面,无趣而无丝毫乐

趣可言,换一句话是,傻瓜.”〔１２〕在当时的哲学家们看来,这种傻瓜般的生活是错

误的、无知的.但是,伊拉斯姆斯却提出:“不,这便是人的生活.如果表达

了人的本性,没有什么生活不是快乐的.”〔１３〕也就是说,符合本性、表达本性的生

活便是快乐的生活.只要符合自己的本性,一个愚蠢的人也会像没有文化的马

一样快乐.和早期注重教化相比,伊拉斯姆斯甚至提出和道家近似的口号:“本
性讨厌伪装.技巧越少,快乐越多.”〔１４〕越是自然,越是快乐.这便是傻瓜.“欢
呼、生存,畅饮,向傻瓜的崇拜者致敬!”〔１５〕忠诚于人性的生活是文艺复兴时期最

推崇的生活.于是,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作者在嘲笑严苛的、规范的教会式

的生活的同时,大力宣扬合乎本性的生活尤其是人的情欲与情感.教会将人类

的情爱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在作者看来,男欢女爱本来便是人性的自然.哪个少

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 当少年见到美丽的姑娘时,他会自然而然心生爱

念.即便被称作恶魔,少年也情愿与之相伴,而不愿意遵从教规或规范.
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君主所应该持守的管理手段.他认为一

名君主,首要需要考虑的不是什么荣誉与善良,而是利益.所以,他认为君主应

该具有两种品格,即狮子的勇敢和狐狸的狡诈.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

治,君主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招致仇恨与鄙视,君主可以进行残酷的管

理,包括血腥的统治.马基雅维利的这些观点与做法,完全基于其对人的本性的

认识:“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手段可以进行管理,一是依法管理,二是武力统治.
对于人类来说,第一种手段比较合适,而第二种方式比较适合于管理野兽.但

是,第一种方式常常失效.于是,人们便不得不转向使用第二种方式.因此,君
主应该明白管理人类与野兽的方法.这些理论古人早就有所论述.他们阐述了

古时半人半马的支隆如何教育和训练古代的阿基利斯等许多君主的事迹.他们

从自己的半人半兽的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育的中心大意是,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有
必要知道如何去利用人的双重本性,且只有这双重内涵才使人的生存保持稳

定.”〔１６〕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本来便包含着某些世俗的、生理的、利益的需

求.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无法改变.对君主来说,他所能够做的便是如何

利用这一事实来进行有效的管理.承认人的情欲以及对利益的追逐的合法性成

为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立场.“很少有人会走得像马基雅维利那么远,或考虑

到有那样的需要.从一开始起,他们的思想就是朝着一种比较世俗化的人生观,
集中焦点在‘此世’,而不是中世纪想象中的那个‘彼世’,这是一种历史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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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玄学的观点.”〔１７〕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道主义思想家皮科米兰多拉接受了以前的阿拉伯

哲学家的观点,以为人类是宇宙中的奇迹,但是,皮科认为.这些哲学家仅仅提

出了一个观点,却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对此,皮科并不满意.他对此展开了思

考:“最终,我似乎明白了人为什么是最幸运的动物并因此收到仰慕.简单地说,
这便是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这个位置不仅被野兽,而且被彼岸的星星与思想

所嫉妒.这奇妙无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不呢? 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被

称作或认为伟大的奇迹与的确奇妙的动物.”〔１８〕那么,人类为什么是宇宙间最神

奇的动物呢? 皮科依然以上帝创造世界为基本原理,提出:“上帝最终考虑到人

的创造问题.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原型作范本来创造一种新种类,在自己的宝库

里也找不到什么新东西赋予自己的孩子身上以作禀赋.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中也

没有一个位子让后者坐下并沉思宇宙.一切都已经完成.所有的事物都安排妥

当:有的处在高处,有的处在中间,还有的处在低处.”于是,上帝将人类置于一个

特殊的位置,即,“处在世界的中间,具有不固定的本性,并告诫说:‘我们没有给

你固定的住所与形式,也不具备特殊的功能.亚当,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追求、自
己的判断来选择自己的目标、安定自己的家园、确立自己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功

能.所有其他事物的本性都是有限的,并受到我们制定的律法的约束.只有你,
没有约束,完全可以根据于我们给你的自由意志,来确定自己的本性的限度.我

们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可以很轻松地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既

不让你属于天国,也不让你处在人间,既能不朽,也能死亡,这样你可以根据自己

的自由选择,仿佛自己便是自己的创造者,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型与生活.你有

堕落入野蛮的、底层生活的能力,也有能力根据于自己的灵魂的判断而在神圣生

活中获得永生.’”〔１９〕人类因此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较多的机会.这便是人类最

神奇、最可贵之处.人类因为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伟大.
和中世纪将人类视为堕落的动物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审

视人与人性.Humanism 概念的起源便与人性一词相关.皮科等一方面为人类

而欢呼,呼吁尊重人的情欲,倡导一种新的世俗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似乎对

“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彼岸世界观开始有些反感.”〔２０〕但是,他们仅仅是反感而

已.此时的思想家基本上都相信、坚持基督教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在为人类

而欢呼的同时,坚守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比如皮科,他对人类伟大而神奇的解

释便依赖于上帝创世说.即便是被处死的布鲁诺,事实上也相信基督教.文艺

复兴时期的 Humanism 思想家基本上都相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与歌颂人情

成为彼时的双重奏.

三、理性至上与启蒙时期的 Humanism

到了早期启蒙时期,欧洲主要思想家们的中心便从高歌情欲的世俗生活转

向人类理性或理智,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类.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便是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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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作用、功能与合法性基础.早期启蒙时期思想家的三位代表是笛卡尔、斯
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笛卡尔怀疑许多东西,但是对于思考却予以充分肯定:“意识? 在此,我认识

到存在着意识(或思维).对于它、也只有它,我无法去除.这便是我存在.这非

常确定.多久? 只要我思考,我便存在.我也许会完全停止思考,同时,我也会

停止存在.现在,我承认这是确实的.简单地说,‘我存在’被用来指称理性存在

者,即,思想、理解或理性,我几乎不知如何称呼它.总之,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存在者.为什么? 答案是,我是一个思考者.”〔２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崇尚

自然本性相比,笛卡尔开始分别自然本性:“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一生经常因为

对于某个事物或事情上的错误而受到谴责.最终,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弱

点.”〔２２〕笛卡尔明确提出:“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上帝的能力则是无限

的.”〔２３〕这种有限的能力带来了自身的问题.笛卡尔提出:“我们的思维有两种

形式,即理智力与意志行为.”〔２４〕理智能力包括觉察、想象、设想等都属于这类,
而欲望、厌恶、肯定、否定、怀疑等则属于意愿形态.〔２５〕一般情况下,笛卡尔说:
“我们的判断需要意志与理智力的共同作用.”〔２６〕正确的判断需要二者的通力合

作,尤其是理智力.“我承认理智力是判断的必要条件,必不可少.同时,意愿也

需要,因为只有意愿才能够让我们认同我们觉察到的事情.事实上,有些时候我

们并没有在自己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便认同某些我们仅仅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的

事情、并做出某些判断.”〔２７〕这样,错误便出现了.错误的产生与上帝无关,而是

我们人类自己的事情,即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没有听从理智的命令行事.意愿或

意志是错误产生的原因.〔２８〕因此,只要我们充分认识,便不会产生错误的判

断.〔２９〕意志或意愿本身并不坏,“只有当我们不节制意愿时,错误才会产生,即理

智力是有限的,而意愿却能够逾越这个限度、延伸至理智无法理解的领域,错误

便会产生.”〔３０〕很显然,笛卡尔希望用理智来约束人的意志,即,“理性知识始终

先于意志的决定,这是自然之光的命令.”〔３１〕理智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者.它不

仅能够约束意志,而且也可以用来约束人的欲望,即“改变我的欲望比改变世界

秩序更重要”〔３２〕.这成为笛卡尔的第三个公理,类似于寡欲.在笛卡尔看来,理
性或理性认识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因此是至高无上的行为原理,
值得为其奋斗终生.〔３３〕当然,作为基督教信仰者,笛卡尔承认人类的理智力和意

志都“来源于上帝”〔３４〕.
另一位理性主义代表斯宾诺莎同样坚持理性主导一切的理性主义立场.在

西方哲学家们看来,人是理性动物,具有自觉的意识.“人类的经验交给我们以

理性.正因为人类的理性具有这种意识,从而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意识,人类

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反之,人类对自己的行为的原因一无所知,这种指导者其

实是人类的欲望,并因此听从于自身的变化的肉身的命令.”〔３５〕理性是人类自由

的保证.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人类的行为才可能符合修养(virtue).比如勇气

(animositas),只有在理性指导下的保全自己的行为欲望才能够被称作勇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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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慷慨(generositas)也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欲望.有了理性,那些本来属于

欲望的东西因此获得了新生,成为某种美德或修养.〔３６〕事实上,在斯宾诺莎看

来,有修养的行为必定听从于理性:“完全符合修养的行为,在我们的身上便是在

理性的指导下、人类追寻自己的利益时保全自己的行为举措.”〔３７〕只有理性指导

下的行为才是合理的、合法的.“即便是在城邦中,有理性的人在法律体系下生

活,也一定会比自己独立而孤独地生活而更自由.”〔３８〕因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为

了共同利益,一定会遵循自己国家的法则.理性、自由、守法是统一的.“听从理

性的命令的人,其行为一定符合本性.”〔３９〕按照本性去生活与理性地生活是一回

事.这样,斯宾诺莎将理性的基础建立在本性之上,从而剥夺了上帝之于人类主

导者的角色.事实上,只有按照理性的命令去生活、去行为才是最直接的、最显

而易见的、最可行的行为方式.由此,理性成为人类生活的真正主宰者.
莱布尼茨同样强调理性的至上地位:“我们所有的确定的知识都经历演绎或

实验而建立在这两种情形下,理性都是主导者.因为发现真理的实验方式与对

它们的使用都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以机会或偶然为基础.”〔４０〕理性指导一切

人类行为.也只有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才可能是自由的行为:“自由指理性指导下

的瞬间,去意愿什么同时也是经由理智的觉察而在理性的指导下的行为.行为

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理性未受到粗暴的、混乱的意识的影响而为纯粹

的.”〔４１〕而人类理性的来源在于单子、灵魂与意识(perception)之间的关系,即单

子是最终极的存在,它必然伴随着灵魂,其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觉察或意识.这便

是理性活动的最重要形态或基础.我们的灵魂或精神能够认识必然的永恒的真

理,以及关于自身与上帝的认识.〔４２〕灵魂不仅是生命的动力,而且是精神与思维

的支点,天生的灵魂成为人类理性的本源,理性获得了合法性基础.

四、尊重意志与个体性:德国唯心论 Humanism

情欲与理性,说到底依然是作为一种类别的人类的共同的属性,即情欲为人

类的情欲、理性则是普遍的理性,并无特殊性.它们依然将人视为一个种类来观

察和思考.人不仅是人类或种类,更是单个存在者.人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意

志.尽管笛卡尔并不否认意志,并将其视为人获得赞许或肯定的基本前提,即,
“人类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活动是其获得表彰或招致责备的依据.”〔４３〕但

是,他对于意志似乎还是没有将其置于与理性同等地位.而在斯宾诺莎,自由意

志似乎被遗忘,莱布尼茨则选择了有限地接受,自由意志的奠基性地位并未获得

认识,这便是随后的思想家们的主要任务.
启蒙思想家康德明确了自由意志的立法者地位.康德将人类的意志视为

“具有普遍意义的立法意志”〔４４〕,即自我意志本身便是立法者.人类自由意志的

立法者地位是绝对的,即它“从所有的现实事物中抽象出来,从而摆脱了它们对

意志的影响,这样,实践的理性或意志便可以不顾及利益,而仅仅成为一个超然

的立法机构来发布命令”〔４５〕.这个绝对的立法者所发布的命令便是道德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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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道德律类似于自然法则,它是“‘针对自由意志自身而有效的法则’,即,‘根据

于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规则行为’.这便是绝对命令也是道德原理.从这个角

度来说,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律的意志是同一个东西”〔４６〕.这便是康德所强调

的自律.所谓自律,包括意志立法和意志守法两个内涵.这两个内涵是统一的.
缺少了任何一种都不行.缺少自己立法,意志守法便成为被迫的事情比如儒家

荀子的礼法精神.正因为如此,康德得出了三个结论:其一,人类自己立法;其
二,立法者因此成为目的;其三,个体因此获得了尊严.〔４７〕这三者之间是密不可

分的:立法者与自身为目的一定是统一的.只有自己立法,才能够确保自己成为

目的而非手段.同时,也只有自己成为目的、表现为立法者,每一个个体才能够

获得尊严.作为理性主义者,康德虽然确立了意志的立法者地位,但是他同时也

赋予这个立法者以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则

的普遍性,即理性人只能够选择并接受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则并成为自己的道

德律.理性人并不能够任意立法,理性人的意志接受约束.其二,一旦道德律形

成后,理性人必须守法、循法.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唯理论思路,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

类存在的前提条件.理性分为两种,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思想属于理论理

性,而意志则属于实践理性.这并不是说二者是并列的,分别装在不同的口袋

里,而是说二者分别认领了不同的功能,即“意志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将

思想转化为现实.”〔４８〕在人类生存中,意志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怀疑的我,
一种纯粹的不确定者”〔４９〕.它是超越性的最初的存在.因此属于纯粹的思维.
这便是自由意志“能够摆脱具体内容而指向自我的一种形式”〔５０〕,这种自我指向

便是一种自我决定即意志是最终的决定者.从思辨哲学的角度来说,它最初可

能是抽象的、无内容,然后变成一种有内容的却是对自我的否定的存在.“意志

已经被视为一种先置的主体.这个主体在其决定自身之前,甚至在其自身决定

性被超越和理想化之前,都还不是某种已经结束的和普遍的东西.只有当其自

身的活动被自我引发并转回自身时,它才能够被叫做意志.”〔５１〕人们一般称意志

是自由的,黑格尔说:“只有当意志在自身且为自己,即意志成为一种观念时,意
志才能够是自由的.只有当意志将自身作为目的且为了自身,它的潜在自由才

能够得以实现.”〔５２〕意志的最大功能是选择.“选择能够让我做这事还是那

事.”〔５３〕它使行为人走向个体存在.选择的内容即“意志的主要内容便是爱好和

冲动.只有反省才能够超越这些”〔５４〕.和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将自由意志建

立在现实中,以权利和人格来理解人,即“抽象的意志,即有意识地自我包含,便
是人格.人的荣誉在于成为一个人.人不同于主体.人是一个对主体性有

着意识的主体,因为在人格中,只有在单独的自我中,我才能够有意识.一个人

是对自己的全部的独立性的意识的自由的统一.作为一个人,我知道自己对自

己来说是自由的,可以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因为除了纯粹的人格之外,没有

什么东西与我遭遇.只有在人格中,我才能够成为完全确定的存在者,比如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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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年龄、特定地位、占据某个空间等.”〔５５〕于是,康德观点便演化为“做一个人、且
尊重他人”〔５６〕.将他人当人看.如果说康德仅仅探讨了抽象的主体性,那么,黑
格尔偏重于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来思考主体性与意志.

至此,对近代西方思想家(即被归入 Humanist)们分别从情欲、理性与意志

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人.并且这三个视角也呈现为三个阶段,即文艺复兴

时期偏重于情欲,启蒙初期偏重于理性,启蒙后期偏重于意志.这三个不同时期

的关注重点体现了近代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视角和关注中心,即尊重人,不仅是

单纯的口号,而是要落实为具体的事实中,即尊重人的情欲、听从人的理性、明确

意志的决定者地位等.这便是西方近代思想家们共同的立场与理念.

五、人道主义的两个视角:人类与个体

西方的 Humanism 思潮,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即“作为一

种哲学,Humanism 是一种特有的关于宇宙观、人的本质以及如何处理人的问题

的洞见”〔５７〕.而人的本质以及对人的问题的处理最终必然落实到人的情欲、理
性与意志等问题上.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真正的生活应该服从理性、尊重情

欲、体现意志.在这三种人性内涵中,我们还可以做出另一种分类,即情欲为一

类,意志为另一类,而理性则兼备二者.作为情欲代表的人体现了人类的生物

性、生理性或物理性.或者说,人的情欲体现了所有人类共有的特点,饮食男女

属于人的情欲.这类情欲没有明显的个性差异,而属于所有人类的共同的本性.
所以,歌颂情欲、倡导尊重世俗化的生活,仅仅体现了对人类的尊重.这在文艺

复兴时期的 Humanism 那里比较明显.换一句话说,在 Humanism 思潮的早期

阶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偏重于关注于人的情欲、关注于人类的重要性,试
图通过突出人的情感生活,将人从地狱中解救出来,让人的世俗的人间生活走向

光明.在启蒙时期,人们开始重视理性.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倚重,依然体现了人

类的普遍共性,即理性是人类的本性.与情欲不同的是,理性虽然还是共有的属

性,却开始获得了些许个性色彩.人类在情欲的驱使下,其行为出自本能与共

性,而缺少个体的意识.在理性的反思下,人的行为不再简单而盲目地听从于他

人.他听从理性.而理性来源于人类自身.这其中既有人类的共性,也有认知

者自己的观点.因此,理性的生活既有人类的共性,也开始出现了独立个体的身

影.在启蒙运动的后期,比如康德、黑格尔,一直到存在主义思潮时期,人们不再

仅仅纠结于人类的理性光辉与伟大.人们对人的认识由人类走向人类的个体.
个体的、独立的人得到了空前重视,这种个体人便是对自由意志的体现.也就是

说,尊重个体其实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特殊的、单个的,
个体性与意志相依为命.

虽然人类的本性大约可以被分为情欲、理性与意志,但是,这三者其实可以

被分为两类,即作为种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这是 Humanism 对人的另一种

认识视角.萨特分别了两种 Humanism:其一,它可以被理解为将人视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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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最高价值的理论.柯克提奥«８０小时环球行»中所体现的 Humanism 便具

有这一内涵.在这部著作中,其中的一个人物在其乘坐的飞机穿越群山时,宣称

“人类太伟大了!”这意味着我个人并没有建造出飞机,我也享受了这一个别发明

所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个人,作为一个人,也以为自己分享了这些事情,尽管这

些事情其实是由别人做的.人们通常将某些只有某些人创造的伟大奇迹或价值

归功于人类.这样的 Humanism 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马会以这样的立场对

人类宣称他很伟大.但是,事实上,它们从不会做这样的荒唐事,至少就我所知,
一个人也不应该对人类做出某种判断.存在主义只处理这类的判断:一个存在

主义者从来不会将人类视为目的,因为人类依然处于被决定的状态.我们无权

去相信人性,正如孔德所言,某种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信奉对象的东西.对人性的

迷信终结于孔德的 Humanism,自己关闭.而它,毫无疑问,属于法西斯.我们

不要这样的 Humanism,这个词还有一个内涵,且是基本内涵,即人始终外在于

其自身:他在抛射和失去自己中使自己生存.同时,通过追求超越目标即他自己

能够存在.由于人属于自我超越,且能够在超越自我的关系中把握对象,他自己

成为其超越性存在的中心或焦点.宇宙只能是人类的宇宙,是人类主体性的宇

宙.这种主体性与超越性的关系构成了人的要素.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

称存在主义是一种 Humanism,或存在主义的 Humanism.在这种 Humanism
看来,只有个体人自己才是立法者.个体自己虽然被抛弃,必须自己决定.我们

认为,不是回溯到自己,而是始终在自身之外去追寻一个能够在现实中获得实现

的某个特定目标,人才能够实现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５８〕关于 Humanism,
有两种视角,一个是将人当作一个类别来看,从而区别于宇宙中的他者,明确人

类在宇宙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等.这是早期 Humanism 关注的中心问题.
萨特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更关注于 Humanism 的第二个视角,即将人视为一

个个体、从个体存在的角度来思考人的问题.这当然也是思考人的问题时必须

倚重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个体的意志最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总结

Humanism 的基本内涵.这个总结分为两个方案,即从内容或内涵来说,HuＧ
manism 重在强调或突出人的情欲、理性和意志等内在的、本有的,甚至是生理

的属性等.这些都值得尊重.另一个方案是从类别来看,Humanism 不仅强调

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等,而且还将人视为独立的自由的个

体,从而突出人的个体性.这也是 Humanism 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情欲、理
性和意志,以及人类与个体等都是 Humanism 的中心词.或者说,这些便是近

代西方传统 Humanism 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六、Humanism是人道主义

从上述分析来说,西方的 Humanism 概念与汉语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最为接

近,Humanism 翻译为人道主义最合适.
作为历史中的 Humanism,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尊重,即通过歌颂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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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肯定人的世俗追求,涤除了弥漫在人类上空的宗教阴霾,使人世生活重见

光明.Humanism 对理性生活的赞许与推崇,体现了对人类文明与秩序的尊重,
具有一定的人文精神.这说明 Humanism 包含了人文精神.但是,它的内涵远

不止于此.在人文精神之外,Humanism 首先突出了对人类自然情欲与世俗生

活的尊重与宣扬.其次,它强调了人的个体的自由意志,突出人的主体性与个体

性.前者是人文主义概念本身所反对的,后者则是人文主义概念所无法容纳的

内容.因此,Humanism 的内涵远丰富于人文主义.或者说,简单地用人文主义

来指代 Humanism 很不科学.对人的尊重,包含两个向度:其一,从哲学人类学

的角度来看,对人的认识与尊重,主要表现为认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并对其

予以尊重.我们究竟是生物人还是社会人? 顺其自然的人生是理想的生活,还
是循道的生活才是人间正道? 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在这一向度中,关注的

焦点在于人文还是自然.重人文常常反自然,也就是说,人文主义常常与自然相

对立.这是传统儒家的思考角度.另一个向度是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对人的

认识与尊重主要体现于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人与神

的关系.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哪个是正道? 神圣生活常常与世俗生活针锋相

对.对世俗生活的接纳常常背弃神圣理想.这便是西方 Humanism 思考人的

问题的视域.“至少在布克哈特和尼采时期,Humanism 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反基

督教的、古典思潮的复活.尼采将其称作罗马人和希腊人从奴隶道德向主人道

德的转折阶段.这种将 Humanism 理解为反基督教思潮的观点在２０世纪被广

泛接受,并因此而被日益界定为世俗 Humanism.从这个角度来看,Humanism
也被天主教和新教广泛批评,视其为世俗的最终也是无神论的现代性出现的先

兆.”〔５９〕宗教视域恰恰是西方 Humanism 诞生的基本前提,即它正是在神圣压抑

下体现出的对非神圣的人的生存的尊重,它的目的在于轻神而重人.在重视人

的生存中,它不仅重视人的理性因素,同时也尊重人的自然本能与情感.所以,

Humanism 不反自然.这和人文主义截然不同.
从人文主义概念本身来看,它关注于文明、人文、秩序与教化.这在现代社

会非常重要.但是,这种文明、文化与教化,其视角通常局限于整体社会,即它仅

仅将人视为自然世界的一个种类,人是人类.在天人关系中、人神关系中,它仅

表现为对人类的情感、能力、地位等的尊重.而事实上,在近代思想家们看来,人
不仅是人类,而且首先是个体.对个体的尊重、对意志的推崇成为近代思想家最

普遍、最重要的理念.在他们看来,符合理性、符合个体意志、尊重人类情感的生

活才是人间正道,才是人道.人道主义不仅关注于人类生活的秩序,同时也关心

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之路.这便是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所体现的精神.因此,关注

人类、尊重个体是西方 Humanism 一词的基本内涵.这一精神也可以同时存在

于汉语的“人道主义”一词中.因此,人道主义与 Humanism 才是完美的一对.
事实上,最近学术界也逐渐将 Humanism 翻译为人道主义,如萨特的«存在主义

是一种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而抛弃了容易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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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主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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