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的人文思考

金 涛

科普与人文精神这个话题，从理论上讲是

一个哲学命题。如果再具体化、通俗化地讲，

涉及很多方面，比如科普如何以人为本、体现

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与人文结合等等，

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加以阐释。

本文主要想谈一谈后现代的人文思考，或

者说是 21 世纪的人文思考。我以为今天论述科

普与人文精神这个话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文

精神的内涵、它在当今有怎样的特殊性、它和

几个世纪前的人文主义有什么不同，这是从另

一个层面去理解科普和人文精神的前提。

我在 2010 年 3 月 12 日的 《科学时报》 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利玛窦在北京》，其中提到，

16 世纪晚期，利玛窦来到中国正是欧洲文艺复

兴和第一次科学革命方兴未艾之际。2010 年是

利玛窦逝世 400 周年。由此可知，人文精神从

西方提出到现在，至少也有 4 个世纪以上的时

间了。

4 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短暂

的时间。最近，阅读了几本美国生态文学的书，

这些作品是刚刚引进、翻译出版的。但是美国

生态文学的兴起却是 19 世纪最后 20 年的事。

当时美国的生态文学 （也称自然文学） 界出现

了两位大师级作家，一位是擅长描写鸟类的约

翰·巴勒斯，另一位是以描写西部山区自然风光

见长的约翰·缪尔，他又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

之父”。当美国的生态文学蓬勃兴起、影响深入

人心之时，也是美国大规模地划定国家公园、

建立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并且立法保护生态

环境的时期。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由美国生态文学的

兴起到它的经典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这个时间

差是耐人寻味的。我们今天开始重视生态文学、

重视生态文明，这些经典作品对我们产生很大

的震撼，但是我们从中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这方

面的差距？从当初这些书在美国的出版，到今

天引进中国，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如果再继

续追溯，华盛顿·欧文的 《旅游大草原》 （1835
年）、梭罗的 《瓦尔登湖》 （1854 年） 等经典作

品的问世，时间就更早了。

这个不小的时间差，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

思想观念的落伍，以及不可忽视的审美差距。

这绝不是牵强附会。我并不是说任何一类图书

的翻译时间差就能说明什么问题，有的外国图

书永远没有被译成中文也很正常。但是对生态

文学的漠视恐怕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我们

对于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比

较清醒的，但是对于观念上的滞后，以及这种

状况所导致的后果，却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是

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

西方的生态文学对人们精神的震撼，激发

了对生态环境的珍惜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也因

此促进了用法律和自觉行为保护大自然的各项

措施的出台，这两者是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

而在这方面，不论是大众的观念，还是政府的

举措，这些年来我们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成绩

有目共睹，但是比较而言，还是大大滞后。

众所周知，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是

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而兴起的。把

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不再是神

学卑微的奴婢；挑战上帝的权威，强调人的价

值、人的独立思考；倡导怀疑和批判精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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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是人类历史上一

次伟大的思想革命。

人文精神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是文学艺术

的主题转向活生生的人，反映人性、人体的美，

以及讴歌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作品，取代了僵

死的、刻板的、千篇一律的宗教艺术。米开朗

琪罗的 《大卫》 雕像、波提切利的油画 《维纳

斯的诞生》 和 《春》 等，这些以艺术手法描绘

人体健美的传世之作，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表现

得淋漓尽致，强调人的价值和追求是最美的、

是合理的、是独一无二的。

人文精神曾经是、将来也是进步的思想武

器。但是一如世间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

样，过分地强调人文主义，以为人的需求是天

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并且将人的地位 （实际

上从来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地位） 推崇到主宰

一切、主宰大自然、主宰宇宙的程度，情况就

会发生异化，并走向反面。

比如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根据尼采的哲

学思想，于是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人取代了

神的地位，这股思潮最终发展为反动的“超人”

学说，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反人类的思想武器。

同样，东西方专制社会过分宣扬人的主观意志，

强调“唯意志论”，不顾客观条件，违背经济法

则和自然规律，强制推行空想的、脱离实际的

革命政策，致使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给人民带

来深重灾难。在历史与现实中，这类例子是很

多的。

我们今天再谈人文精神，因为时代变了。

400 年以后再重提人文精神，是由于在此期间发

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特别是人类自身为所欲

为而犯下许多错误，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必须

清醒地认清形势、调整思路、重新正确地估量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正是由于存在 400 年的时间差，我认为今

天人类面临的现实是后现代的人文思考，或者

说是 21 世纪的人文思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今天谈人文精神、谈人的行为，我

觉得同时要特别强调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再也不能把人的地位抬高到凌驾于大自然之上。

“征服大自然”、“向自然进军”，这一类狂妄无

知的口号应该杜绝。必须看到，由于人类的愚

蠢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大自然，大自然已经开始

报复人类，并且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

我们今天强调人文精神，一定要同时强调

敬畏大自然、爱惜大自然，在自然界面前人类

不可为所欲为、要尊重自然规律，这是我们

思想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为我们有太多

的教训。

与此同时，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要采取极

为审慎的态度。科学的本质是反对迷信、主张

持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同样，我们对目前科学

技术发展水准也要有清醒认识，不能走极端，

把科学技术抬高到上帝的地位。迷信科学或者

盲从科学，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同样也是十

分危险的。

第二，强调人文关怀，强调人类的需要，

同时要考虑全球生物的共存和发展，这在今天

特别重要。比如说日本的捕鲸，遭到世界各国

的一致谴责。但是日本却振振有辞，说什么日

本大和民族有吃鲸肉的习惯。如果站在日本的

立场上，似乎他们大肆捕鲸是非常合法的、无

可指责的，甚至可以美其名曰是以人为本的。

我去过两次南极，对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捕鲸我

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它是一种商业行为。比如

爱斯基摩人也捕鲸，但是他们有一个规定，只

保证他们生存必需的食物，如果这个部落一年

需要一头鲸，他们只捕一头，决不会去卖鲸肉。

日本的捕鲸完全是商业行为，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强调人文关怀，强调人类的需要，同时

要考虑地球上全体生物的共存和发展。否则的

话，片面强调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地球上很

多物种将要灭绝，到头来也将危及人类生存。

第三，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必须考虑

到：在空间上，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在时间上，

子孙后代的需求。不能仅仅着眼于我们这一代，

这也是我们思考人文精神和制定政策的一个很

重要的前提。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面对中国经

济长期徘徊在落后状态，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不管环境承受能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

了 21 世纪，盲目地发展就不可取了，必须调整

思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如

果还停留在片面追求 GDP 的数字上，做表面文

章，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将生存环境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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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安身立命的家园毁于一旦，任何改革都将是

失败的。

我举以下一个例子来说明科普和人文精神

的关系。

科学普及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 《虎》，作者

谭邦杰先生是北京动物园著名动物学家，也是

珍稀灵长类白头叶猴的发现者。他在这本关于

老虎的科普读物中，对老虎的种类、地理分布、

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作了介绍，对老虎的自然

保护也有很深刻的见解。

不过在这本 1979 年出版的小册子里，却有

一章是谈怎样猎虎的。作者也一再声明：“本

章讲猎虎，并不是提倡猎虎，只是介绍外国狩

猎界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内容出现在 20 世纪

的出版物中，也许没有什么，不必大惊小怪；

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当老虎作为面临灭绝的

濒危物种，如果在关于老虎的科普读物中仍然

大谈怎样猎虎、用什么样的武器、向老虎身体

何处射击可迅速将其击毙，以及用什么方法活

捉老虎……这些内容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这种差别的内在原因，似乎不需要再多说

什么了。

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以当代人为本，我们的

视野还应该更开阔一些，应该顾及到地球上其

他的生命，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

这就是我理解的后现代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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