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未
了

书
坊

好

读

书

·

读

好

书
B
05-

B
08

星
期
六

2013
.10

.26

20 年后，作家张炜依然记得 1993 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
个曾经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标志性事件，现在却少有人知。
不过，当年讨论中的一些问题依然在影响着张炜，他在最近一篇
纪念文章中写道：20 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远远地告别了那场讨
论，心安理得地忘却了吗？

近段时间来，陆续有当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发文重新反思人文
精神。如果说 20 年前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巨变促成了一些知识
分子的“自我审视”，那么，20 年后的今天，不仅市场经济已经深
入人心，新媒体的发展更是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回望过去，我
们不得不发问：人文精神今如何？

20 年过去，人文精神今何在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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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文人下海，催生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
今年，上海《文学报》发起了

一场征文活动，主题为“人文精神
再讨论”。不少曾经亲历过 20 年
前“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界人
士对此进行了反思。作为对 20 年
前这场大讨论的纪念，著名作家
张炜发表了《未能终结的人文之
辩》一文，对人文精神做了概念梳
理。

20 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开
始的时候，张炜也是一位标志性人
物，他与另一位作家张承志互相应
和，时称“二张共鸣”。1993 年，作家
张承志在《十月》杂志发表《以笔为
旗》，同一时期，张炜在文汇报发表

《抵抗的习惯》，对文学现状表达不
满。1994 年，《文汇报》又以“人文精
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张承
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什么不
愤怒》和徐中玉、张汝伦的文章，引
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二张共鸣”
被认为是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
论”的第三次高潮。

1992 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催生了市场经济的加速，社会上

掀起一股全民经商热。上世纪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热潮逐渐降温，
文学边缘化，知识不值钱，当时流
行于社会的一个说法是“搞原子
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文人“下
海”经商成为风气。

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知识分
子的忧虑，学者柯汉琳曾撰文分
析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他们
深感人文精神失落了。知识分子
何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呼唤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也开始在知识
界酝酿。

1993 年，以王晓明、张汝伦、
朱学勤、陈思和、许纪霖等为代表
的学者率先发声，掀起了“人文精
神大讨论”。上海大学教授郝雨在
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讨论经过：
1993 年 6 月，《上海文学》发表王
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旷野上的
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在文章中，一些学者批评了几种
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
文学”等。王晓明认为，当时中国
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

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这个危机
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代文化
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
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
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
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创造
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文章发表
之后，《读书》杂志积极响应，推动
讨论深入展开，发表了张汝伦、王
晓明、陈思和、朱学勤等人的文
章。

借助《读书》杂志在知识界的
影响，这场讨论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媒体关注。《光明日报》、《文汇
报》、《中华读书报》等还开辟了专
栏，由此，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
的大讨论。

到了 1995 年，这场大讨论已
经不局限于人文领域学者的讨
论，而且涉及了各种社会问题，一
些经济学家也加入进来。1996 年
底，王晓明将讨论时的一些重要
文章汇编成《人文精神寻思录》一
书出版。这也标志着，这场人文精
神大讨论接近尾声。

“人文精神大讨论”渐归平静，其影响却一直延续
在《人文精神寻思录》后记

中，王晓明直指当下文化现实处
在危机之中，其主要表现在于当
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
他随后为解决这种问题开出“药
方”：讨论者们愿意来提倡一种关
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
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
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
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
神”。

实际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
舶来词，按照学者林贤治的理解，
这个被罗马人最早提及的词，“就
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
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
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
个人权利的尊重”。

不过，对于需要倡导什么样

的人文精神，当时参与讨论的学
者、作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柯汉
琳对当时讨论参与者的主张做过
梳理，在他看来，王晓明和张汝伦
强调终极关怀，陈思和强调现实
关注，袁进则更关注“对人的存在
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
意义的关注”，蔡翔则把人文精神
理解为一种“入世态度”。不过，他
们均倡导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注、
关怀、对社会承担责任。

尽管 20 年后，就连发起者王
晓明自己也认为当时的讨论存在
局限。由于认识上的不够，虽然讨
论的范围很广，但“水平并不高”，
后来的有些讨论也发生了变质，

“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
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但
是他在最近的一篇反思文章中同
时表示，“人文精神大讨论”凸现

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
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
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张炜也在反思“人文精神大
讨论”时指出，“今天回看那场讨
论，有人会觉得言不及义、浮光掠
影甚至空泛喧嚣。可是我却觉得
那是一个刚刚开启的话题，保持
了感性的活鲜和切近现实的温
暖。”

20 年后，这场“人文精神大讨
论”已经作为一个标志事件被记
录进当代思想史。如王晓明所说，

“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
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迷
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
慢慢地恢复活力并发出声音。此
后，尽管“人文精神大讨论”逐渐
归于平静，但其在知识界的影响
却一直延续。

就像张炜感慨的那样，“网络
时代的光阴一转眼就溜走了”。20

年过去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新媒体的发展更是重
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如今重新
审视当年这场波及知识界的讨
论，自然更关注其对当下社会的
意义。

学者郜元宝在《“人文精神讨
论”再反思》一文中，对 20 年前那
场讨论进行了追问：发起者和参
与者而今安在？他们还坚持当初
的提问方式吗？当初所反对的，今
日还反对吗？当初所赞同、所坚守
的，今日还赞同、还坚守吗？当初
所忧患的，今日还忧患不已吗？然
而，郜元宝也明白触及这类问题
不免引来尴尬，“时间最爱作弄
人，稍微照照镜子，自己也认不得
自己了”。

另一方面，20 年前被用来批判
的东西，如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张
炜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反思：消费时
代的媚俗、毫无底线地追求卖相已

走入最下端，学术和艺术完全可以
不要，良知完全可以不要。一种文化
和文明必须保持的清贵、核心和高
端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一个时代可
能拥有的哪怕是极少数人的勇气、
保守主义精神、怀念和巩固的力量，
正在涣散和消解。物质欲望时代的
犬儒主义将一切统统搞反：高的服
从中的，中的服从低的，低的服从恶
俗。只要乌合之众认可，就一定成为
文化的胜者。

20 年前，人们批判王朔的“痞子
文学”与张艺谋电影的商业倾向；20

年后，经典文学越来越边缘，郭敬明
的电影《小时代》直接描摹对物质的
追求。社会生活中，类似毒奶粉、铬
超标大米、小悦悦事件这样的问题
中，均看不见人文的东西。

在林贤治看来，人文精神简单
点说，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
人。人文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人文精神的关键是对权利的尊
重。“探讨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要
抓住最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要保

证作为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撇开
人的权利，撇开人的生存状况，仅
仅注重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完善，
就把人文精神这个词缩小了。”林
贤治说，20 年后再去反思人文精神
大讨论，应当在讨论中扩大它的内
涵。

郝雨也认为，重启关于人文
精神的讨论，不应被局限在现当
代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
在他看来，人文精神讨论的话题
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别学科的专业
课题，而是我们整个文化发展的
方向性问题，是所有文化研究领
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大理论问
题。

20 年后，张炜依然时常想起 20

年前的这场讨论，“ 1993 年的那场
讨论终结了吗？当然没有。我们这
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只要是
有人类有生活的地方，就必有这样
的讨论，并将一直进行下去，或隐
或显地进行下去，永远没有终结的
一天。”

人文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是对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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