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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为根本认识对象的哲学探索

一一读韩民青的 《物质进化论的人本哲学》

高 清 海

1
.

近读韩民青的新著 《物质进化论的人

本哲学》 一书
,

感触颇深
。

在我看来
,
人是哲

学的奥秘
,

也是哲学的永恒主题
,

哲学从来都

是用人的眼光和观点去看世界的
,

它认识世

界的目的也始终只是为 了理解 和 把 握人 自

己
。

韩民青的著作再次论证了这一点
。

他在

书的
“ 导论 ”

中说
: “

我的整个学术思考
,

包括各个层面的探索
,
都始终环绕探索人类

奥秘而展开
。

所以
,
我的整个哲学研究及成

果
,
都必须称之为一种人本哲学

, 即以人类

为根本认识对象而展开的哲学
。 ”

他的哲学

探索领域很宽广
,
从物质观到人类观再到文

化观
,

但其 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
, 即对人

类的不懈探索
。

显然
,
他对

“
人本哲学

”
的

运用已经超越 了这个哲学术语的狭义理解
,

他所说的
“
人

” , 既包括
“
个 人

” 也 包 括
“
社会

” ,
实际上就是

“
人类

” 。

所以
,
他

的
“
人本哲学

”
实际 上 就 是

“
哲 学 人 类

学
” 。

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在欧美国家比较充

分
,
在我国则是近几年才得到重视并开始研

究
,
出版的著作 尚不多

,
通览韩民青的这部

著作
, 可 以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部哲学人类

学研究的力作
。

2
.

作者之所以投身入哲学人类学的研究
,

肯于长期默默地坐冷板凳而矢志不渝
,
皆由

于他从中学时代便产生的疑惑和立下的探索

志向: 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
,
人类的结局是

什么? ”
后来

,
他则把其探索方向明确地规

定为
“
探索人类的来龙去脉

” , 以求形成一

个完整的人类观
。

众所周知
, 以往的人类观

研究注重的是现在和历史
, 主要 是 告 诉 人

们
:
人类是怎样诞生

、

存在和发展的
。

但一

直未有以理论的方式告诉人们
:
人类最终将

会是怎样的
。

由于缺乏对人类结局的认识
,

必然使人类观不全面
, 只能算半个人类观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 不研究 人 类 的 结

局
,
对子人类起源

、

存在
、

发展的认识也必

然是不全面不深入的
。

当然
,
这有历史的原

因
。

然而
,
我们不能否认对

“
人类结局

”
间

题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
这正如生命包含着

死 亡
,
如果缺乏

“
死

”
的意识

,

也就难 以深

切地去理解
“
生

”
的意义是一样的道理

。

显

然 ,
作者在这部书中把

“
人类结局

”
作为一

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提出并加以探索
,
这是十

分大胆的
,
尽管论述得并不十分 深 入 和 成

熟
,
但其意义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

,
这点应

当没有疑 问
。

如果我们把作者的研究放在哲

学人类学研究的大视界来看
,

我们就不得不

承认正是他的人类观研究的这个鲜明特点
,

使作者的人类观研究的个性特征 凸显 出来
。

进一步讲
,
这也就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的理

论贡献
。

作者对此给出的答案
,

认为人类最终

的趋势是走向人与自然的一体化
、

人与文化

的一体化
、

意识与物质的一体化
,

即旧世界伴

随人类的发展将转变为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完

全一体化的世界
,

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很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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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性
、

很值得我们重视
,
因为这就意味着

对
“
人

” 和 “
世界

”
都应以一个新的观念去

理解
。

3
.

韩民青对人类来龙去脉的探索是很扎

实的
,
这表现为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是建立在

唯物论
、

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
。

尤其引人注

意的是
, 他对唯物论辩证法有着 自己 的 理

解
,
这就是他提 出来的物质进化论的理论

。

他认为
,
唯物论辩证法本身也在变化

,

辩证

唯物论的现代形态可以称之为系统进化论的

唯物论
,
换言之

,
也可 以称之日

“
物质进化

论
” 。

所以
,

他把自己关于 以人类为根本对

象的哲学探索称之为
“
物质进化论的人本哲

学
” 。

进化理论最早 出现在生物学领域
,
这

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

随着 科 学 的 发

展
,

关于宇宙演化的理论以及物理进化
、

化

学进化的理论也形成了
。

关于人类发展的思

想也随着历史唯物论的出现而得到系统化
。

关于物质形态一般进化的研究
, 是恩格斯在

《 自然辩证法》 中开始的
,

但由于历史的原

因 ,
这种研究主要限于对宇宙物质进化的一

般历史过程的初步阐述
。

韩民青在本书中依

据现代自然科学提供的丰富材料
,
广泛深入

地对物质进化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

揭

示了物质进化的一般规律
,

从而形成 了关于

物质形态进化的理论
。

这就使他对人类的研

究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知识背景
,

也就进一步保证了他对人类的认识必定要有

新的深化
。

4
.

在关于物质进化的探索中
,

作者提出

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
, 这就是关于世

界存在形态进化的观点
。

他在书中提出
,
世

界的本质虽然是物质的
,

但它的存在形态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不断进化的
。

他认为

物质世界存在形态的进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

于是也就形成了四种基本形态
:

( 1 )
“
自

在
:
客观存在

” ;
( 2 )

“ 意 识
:

主 观 存

在
” , ( 3 )

“
客观现实

:
客观因素占支 配

地位的主客观统一性存在
” 多 ( 4 )

“ 主观

现实 ( 艺术 )
: 主观因素占支配地位的主客

观统一性存在
” 。

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

他把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彻底地贯彻于物质世

界的存在之中
,
使唯物论成为彻底的辩证法

的唯物论
。

我们还可 以看到
,
在他的世界存

在形态的进化观点中
,

现实世界是一点也离

不开具有 自觉意识的人而存在的
, 这是因为

现实世界是一个由意识把握着的世界
。

这个

观点表明
,
现实世界始终是人的世界

,
人所

认识的世界始终是人的世界
。

这个观点是非

常深刻的
,
值得很好的思索

。

5 `

韩民青运用物质进化理论对人类的来

龙去脉进行了全面探索
,
形成了他 自己的许

多独特的人类观思想
。

( 1 ) 在对人类 起 源

的探索中
,
他依据物质进化的一 般 规 律 提

出 ,
在古猿的进化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

矛盾
:

活动机能发展的无 限性与肉体结构的

有限性的矛盾
。

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
,

就是

突破肉体结构的局 限
,
形成一个

“
肉体 十 工

具
”
的新型的物质体结构

。

实际上这正是人

的结构
。

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古猿为什么必然

变成人的历史疑难
。

显然
,
这是对人类起源

间题 已有认识的一个突破
。

( 2 ) 在对 人 类

本质的研究中
,
关于人他提出了一个新定义

—
“
人

:

动物 + 文化
” 。

根据这个定义他

又提出
:

人类不再属于生物界
,
而是比生物

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
。

显然
,
这也具有深化

人类本质的认识的意义
。

( 3 ) 在对人 类 结

局问题的探索中他提出
“
三个一体化

” 即人

与 自然的一体化
、

人与 文 化 的 一体化
、

意

识与物质的一体化
,

这方面的研究虽是很初

步的
,

他的探索却是很严肃
、

很认真
,
也是

很有价值的
, 这在人类观研究中开拓出了一

个新的领域
, 意义是深远的

。

6
.

为了深入地研究人类
,
作者又把其研

究领域做了进一步拓展
,

在文化领域中进行

了全面的探索
。

首先
,

他对文化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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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察
,

对文化的本质
、

特性
、

结构
、

活动

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研究
。

他依据关于
“
人

:

动物 + 文化
”
的新定义

,
指出文化在本质上

是人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这就进

一步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内在联系
,
加深了对

文化本质的认识
。

近些年
, 国内学术界兴起

了文化研究热潮
,
各种关于文化本质的新观

点层出不穷
,
这不断深化了对文化的认识

。

在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中有一个 突 出 的特

征
,
就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与人类的密

切关系
,
离开人类就无法认识文化

,
离开文

化也无法认识人类
。

然而 也有些论者往往把

人与文化的关系看作一种外在联系
,
未能从

二者的内在关系去把握
。

相 比之下
,
韩民青

关于文化是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
,

的确是揭

示 了文化与人的内在联系
。

其次
,

他对文化

的进化做 了深入的研究
,
对文化的起源

、

发

展机制
、

发展历程做出了富有启迪的探索
。

在书中
,
他提出了

“
文化发展三阶段

”
的观

点
, 即文化的发展宏观历程是

: “
宗 教 时

代
”

—
“
科学时代

”

—
“
艺术时代

” 。

在这里
,
他明确指出了科学文化的局限性

,

提出科学时代必然要被以审美文化为主体的

艺术时代所代替
。

应该说
,

这是一种有别于

“
第三次浪潮说

” 、 “ 后工 业 社会 说
” 、

“
信息社会说

”
的又一种关于人类未来文明

发展的观点
,
这种

“
艺术时代说

”
似乎更合

乎逻辑
、

更富有魅力
,
也更为可信

。

由于对

文化做出了深入的探索
,

从而使他的人类观

研究有可能更为全面和深刻
。

7
。

通读 《物质进化论的人 本 哲 学》 一

书
,
给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

:
作者

及其著作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

这种个

性是一种勇于进取
、

勇于创造的精神
,

一种酷

爱哲学事业的精神
。

哲学是一门个性特征很

强的科学
,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认识很不足

,

这也正是我国理论哲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

原因
,

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缘故
。

哲学的真

正兴旺
, 只有哲学家个性的真正觉醒

。

自改

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来
,
哲学研究的个

性特征 日益突出
,
这是哲学蓬勃 发 展 的 标

志
。

韩民青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年轻一代哲

学家
,

正是这个时代所必然造成的
。

可喜的

是 , 我们 已经看到一大批个性突出的年轻哲

学工作者正在迅速崛起
。

我们的哲学大有希

望
。

8
.

作者在书中为 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宏远

的
, 他 已经做 出了极大的努力

。

但与 目标相

比
,

他的研究还有一定距离
,

还需要做出更

为艰辛的工作
。

许多结论还需要反复推敲
、

进一步研究
,
包括有可能推倒重来

。

然而这

并非是坏事
,

这恰巧表明
,

作者的学术 目标

是正确的远大的
,

还有更为辉煌的学术成就

等待着他去获取
。

作者最近向我述说了他的

下一步研究计划
: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人类的

探索
,

他正在就人类 自我认识的机制
,
人类

与自然
、

文化的关系
,
人类的组合

,
人类的

改造
,
当代人类的困境与选择等问题

,
进行

系统研究
,
拟定撰写一部多卷本的 《人类研

究》
。

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

( 作者 系吉林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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