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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学学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和湖北教育学院政法系协办的“科学发展观与人学理论建设”学术研讨会 ,于 2006 年 11月

27—29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国内 30多所大学 、科研机构的 13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收到

代表提交的论文 80多篇 。此次学术研讨会是武汉大学纪念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教育家李达同志

恢复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在 3天的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主要围绕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问题”等展开了研讨 。

一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问题

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认为 ,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是科学发展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的规定 。发展

应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 ,实现经济 、社会和人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终极

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以人为本”最终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中央党校崔自铎教

授认为 ,在我国 ,“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本。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以人为本”和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的区别:前者是以劳动人民为本 ,后者是以资产阶级及少数占有财富的人为本 。进而他指出

只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对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应用。山东省委党校张友谊教授认为 , “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发

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科学地回答了发展观的根本问题。石家庄市委党校龙凤英教授认为 ,

“以人为本”对人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的肯定 ,是一种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为政之道。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何捷一教授认为 ,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中心向度 ,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

义”的扬弃 。山西大学姚纪纲教授认为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摈弃了以物为本 、以神为本 、以权为本 、以

钱为本与以书为本的错误倾向 ,丰富了人的社会性 、提升了人的自由度 、从而突出了交往主体的地位 ,是

马克思主义交往哲学的精髓。北京师范大学胡敏中认为 ,“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点在于

“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基本内容一致 、面临的任务相同以及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相同。所不同

的是 ,“以人为本”更具基础性和现实性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而“人的全面发展”更具理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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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向性 ,是“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认识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 ,与会

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认为 ,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 ,而是一种社会状态 ,是人与人 、人与自

然互相协调 、合作 、互补 、互利的关系。和谐不仅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 ,其他社会形态也有达到和谐的

时候 。和谐是相对的 ,有程度的高低 ,和谐中可能渗透着不和谐 ,不和谐也可以转化为和谐。但是 ,只有

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达到最高程度的和谐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北京大学陈志尚教

授认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大社会系统工程 ,它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 ,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创建的。由于主客观条件十分复杂 、不断变化 ,因而不可能是一蹴

而就的。它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指导能力 ,不断地探索前进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 ,只有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之中 ,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科学内涵 ,以及它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部社会科

学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教授认为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 ,这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和

谐是事物的基本矛盾得到解决时所呈现的一种状态。北京师范大学崔新建教授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思考

和谐 ,认为应当关注中国的文化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 、人的发展与人的心态的和谐问题以及

社会建设问题。他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斗争哲学 。北京交通大学杨蔚副教授认为 ,社会

和谐包括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以及人和自身四个维度的和谐发展 。吉林大学沈亚生教授认为 ,

人格平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理论旗帜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读人格平等

的问题。南京大学姜迎春教授认为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和谐既是一个理想性目标 ,又是一个历史运动

过程 。和谐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 。武汉大学赵凯荣教授提醒人们不能迷惑于

“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理论而不是和谐理论”的流行观点。他考察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 ,

认为由于魏特林将和谐理解为社会的任务 ,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理论基础 。但是和谐社会

不是魏特林眼中的未来社会 ,而是现实 、当下就应该去建构的 。当前 ,中国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在马克思

主义的和谐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郑州大学李文成教授认为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虽不是成熟著作 。但《手稿》中的和谐社会思想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料。

河南省委党校韩斌教授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 ,是坚持科学发展

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也

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扬弃 。海南省哲学会会长傅治平着重指出了和谐社会所要营造的良好的社会

生态圈 、自然生态圈和精神生态圈 ,是实现人性显现与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建设好“四个文明”(物

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 、生态文明),则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的广阔途径 。会议还讨论了“和谐”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目标 、特征和方法等问题 。

三 、人学基本理论和中外人学思想史的其他重要问题

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人学基本理论问题 ,并就中外人学思想史作了回顾与反思 。武汉大学资深教

授陶德麟认为 ,人学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处理好与其他理论的关系 ,特别是与西方人道主义

和中国民本思想的关系。后两种理论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 ,即离开人的社会性 、人的历史发展来探讨

所谓的普遍人性 ,将人性看作是与生俱来的 、一成不变的东西 ,将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人性的异化和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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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克思主义是从批判对人的抽象开始 ,将人看作是实践活动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

中的具体的 、现实的人 ,人的本质只能从处于人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中探讨。他强调人学研究要密切

联系中国当前实际。国家广电总局庞井君副院长提交了《社会价值论论纲》 。他认为社会是一种价值存

在 ,社会价值存在具有 9个方面的基本规律:价值主体决定价值体系规律 、价值主体的一切行动都从自

身需要出发规律 、价值最大化规律 、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变换规律 、主体价值应得和价值所得动态平衡规

律等 。中国人民大学李燕教授提出人的文化本体论 ,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文本”(人的文化本

体)为本。“以人为本”与“文化本体”相互作用 , “以人为本”必须基于合理的“文化本体” ,中国人在文化

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 ,还必须保护好 、建构好中华文化这个本体。武汉大学何

萍教授对人学研究的趋向进行了历史的 、逻辑的探讨 ,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只能是多元走向 ,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实践 ,创造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 。武汉大学萧诗美

教授认为 ,人的类特性或类本质归根结底就是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本源结构是自我二重

化 ,是主客三分法。绝对的(真正的)主体自我具有“原初自身性”和“当下直接性” 。我们既不能否定绝

对主体自我的存在 ,又无法把捉到它就是什么 。言说是反主体的 ,这最终制造了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走

出这个困境的办法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 ,实现哲学命题结构与自我意识结构的同一 。哲学命题中主谓

词关系成了主客体关系 ,命题中的系词“是”就变成了主体与客体 、本体与现象之间能动的实现关系 ,即

变成了“对象化活动”或“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是这样由传统的“存在”概念转变而成的。在马

克思那里 ,人的存在论和人学辩证法是分不开的 ,人学辩证法的主题是主客体关系 ,辩证法和实践论是

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山东理工大学杜吉泽教授等考察了“生态人”概念 。华南师范大学余静教授则认

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论 ,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仍应该在人学路径上实现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的创新。

会议一致认为 ,当前我国的人学基本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

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 、密切联系中国当代实际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

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 。广大人学工作者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研究的理论导向 ,为构建和谐社

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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