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1999208230
[作者简介 ] 郭灵凤 (19752) , 女, 内蒙古包头市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2000 年 10 月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O ct. , 2000

第 29 卷　第 5 期　　Journal of Inner M ongo lia N o rm al U niversity (Ph ilo sophy & Social Science)　　V o l. 29　N o. 5

中西史家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

——读书札记

郭灵凤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7)

　　[摘　要 ]　文艺复兴是西欧从中世纪文明向近代社会过渡的一个时代。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渗

透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什么是人文主义”这个问题绝不会有一个

人人信服的标准答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 人类对自身的精神处境

愈来愈不满意。以人的能力、价值、尊严为主题的人文主义研究将是一个历久长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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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义 (hum an ism )”自诞生之日起,

就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术语。但对

其确切所指, 国内外学人却是仁智互见, 莫衷

一是。其实,“人文主义”一词的来历的脉络是

很清楚的。它源自古罗马作家西塞罗使用的一

个拉丁词 hum an itas, 意指在追求学问的过程

中人性的充分发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与之

相 关 的 两 个 词 出 现, 人 文 学 科 studia

hum an ita t is, 即英文 hum an it ies; 人文学者

um an ista (意大利语) , 即英文 hum an ist。迟至

19 世纪早期,“人文主义”一词才正式产生。

1808 年, 德 国 教 育 家 尼 特 哈 麦 首 创

hum an ism u s 一词, 以强调古代经典在中等教

育中的作用。之后, 在德国历史学家哈根, 尤其

是在伏伊格特的著作中, 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成为一个国际术语, 当时的含义为“与古典学

问的复活相联系的新态度和新信念”。英文

hum an ism 即译自德文 hum an ism u s。随着社

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hum an ism 在运用过

程中与它原本表述的概念形成一种既对应又

不对应的关系, 因而对其含义众说纷纭。笔者

拟将人文主义限定于 14～ 16 世纪文艺复兴这

一特定的历史时代, 探讨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

念的不同理解。

一

1984 年,《世界历史》杂志约请部分史学

家进行关于人道主义的笔谈。因为西方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的来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1 ] , 所以若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必须

追本溯源, 对人文主义有正确的认识。这次笔

谈之后, 又有若干文章、专著问世, 论及人文主

义。概览各家之说, 对人文主义的认识大致可

归结为两点: 一是人文主义思潮的阶级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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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文主义思潮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关系。

国内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人文

主义定义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① 的社会文化

思潮。其具体特征是后人从人文学者的言论、

作品中归纳出来的、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

内容, 即以人为中心, 重视现世生活, 追求物质

幸福, 反对禁欲主义; 尊重理性, 反对蒙昧主

义; 强调个性发展, 反对基督教禁锢人性; 在文

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 反对虚伪造作;

重视科学实验, 反对先验论等等。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

时期的指导思想, 是欧洲封建制度瓦解、资本

主义产生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2 ]。

朱龙华先生指出, 人文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

全新的思想体系, 只是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

义、压抑人性的观点的批判与推翻, 全局未动,

有较大局限性[3 ]。张椿年先生则认为, 文艺复

兴的内容比人文主义广泛得多, 人文主义只是

这个时代的一股强大思潮。此外, 还有其他一

些思潮, 如宗教改革思潮[4 ]。也有学者注意到

文艺复兴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人文主义

者自身存在矛盾性和复杂性[5 ] , 因篇幅所限,

不能俱到。后来, 张椿年先生在所著的《从信仰

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一书中又指

出, 人文主义是以人代替神作为中心的世界

观。它包括对自然、对社会的看法, 涉及文学、

语言、宗教、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社会文化现

象[6 ] (P154) , 是旨在使超理性的思想文化逐步变

为理性的思想文化的活动[6 ] (P1)。

二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汇集国际学界名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应是从事文艺复兴专题研

究人士必读书之一。其中由克里斯太勒执笔的

专章“人文主义”全面阐述了人文主义概念, 集

中代表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保·罗·奥斯

卡·克里斯太勒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荣誉

退休教授、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之一, 研究成

果丰硕, 可谓著作等身。他对人文主义的看法

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一)人文主义的含义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大多数历史学家

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解为对古希腊、

罗马经典的整体的研究与模仿。克里斯太勒不

同意这种说法。他以“人文学科”为起点, 阐发

了他的独到见解。15 世纪中期, 人文学科逐渐

明确了学科范畴, 即语法、修辞、历史、诗学和

道德哲学。对每一门学科的学习都要阅读拉丁

文或希腊文的古代作家作品。逻辑、自然哲学、

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医学、法学、神学、艺术

被排除在人文学科之外。讲授、学习人文学科

的学者称为人文学者。因而, 在克里斯太勒看

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既不是一个哲学

思想体系, 也不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全部的思想

学术活动, 它只是一个文化教育计划。这个计

划所强调和发展的是一个重要而特定的学科

领域[7 ]。为了进一步体会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

时期的作用, 克里斯太勒考察了人文学者的职

业活动及学术成就、文学创作。

(二)人文学者的职业活动

以理论家、教师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人文

学者, 因其在意大利及欧洲其它地方所进行的

卓有成效的中等教育改革而享有教育家的盛

名。他们授课的核心内容是仔细研究古典拉丁

文的词汇、语法、格律、文体。其次是研读古希

腊文。还要阅读、翻译拉丁文、希腊文写作的散

文、韵文体的主要古代作品。当时的人认为, 研

究古典语言文学可为社会未来的领导者、自由

职业者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智力上的训练以及

道德标准和文明趣味。大学也开设了拉丁文的

语法、修辞、诗学等课程。15 世纪时希腊文的

讲授日趋增多。许多人文学者任大学教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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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过渡阶段的思想。”见《再论文艺复兴的阶级性质》。



没有常规或完备大学的城市, 如威尼斯、米兰,

人文学者享受城市当局提供的薪俸, 教授高级

课程。

人文学者还经常从事文书或秘书职业。撰

写、抄写大量的文献、文件、书信、演说词是政

府部门与管理机关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教

皇、红衣主教、主教、皇帝、国王、王公、共和国

政府以及许多著名的贵族、商人都需要雇佣大

批训练有素的人为他们提供这类服务。精通古

典拉丁语的人文学者十分胜任这些工作。许多

人 文 学 者 出 身 的 文 书 长 ( the hum an ist

chancello rs) , 受命编修王国或共和国的官方

史书。他们很容易接触到保存原始资料的官方

档案, 实践其所受的历史学训练。马基雅弗里

就曾接受比萨大学的资助, 撰写佛罗伦萨史。

人文学者教授的许多学生是王公贵族子

弟。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用依靠人文学者的

训练技能去谋生, 而成为宗教人士、政府官员、

银行家或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人文学者学

术的庇护者, 而且一些人在业余时间也成为著

名学者和作家。15 世纪中叶以后, 出现大批专

业人员, 如律师、医生、神学家等。他们在中学

或大学, 或多或少地受过人文学者的教育, 在

业余成为人文学者或作家, 甚至把人文主义学

术的标准应用于各自的专业工作, 从而促进了

这些传统的、中世纪学科的转变。

图书出版行业为大批人文学者提供了生

计。手抄本传统上一直是满足君主、大教堂的

图书馆或牧师及王公贵族收藏者的需要, 后来

大学教授和学生也加入了收藏手稿者的行列。

14～ 15 世纪对古典拉丁文文本和同时代学者

的作品出现了新的需求, 许多人文学者在年轻

时代或失业期间从事抄写、书法工作, 受雇于

王公贵族。人文学者发明、传播了两种新的字

体: 罗马字体和人文学者草体, 至今仍被人们

采用。随着大量图书的出版, 人文学者以几种

形式介入了出版界。他们或印刷自己的作品,

或为一些将付印的文本作顾问, 或作古典拉丁

文文本的责任编辑, 或担任校对工作。

(三)学术成就和文学创作

人文学者在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作出了

卓越贡献。为了搜求古典拉丁文作品手稿, 他

们的足迹遍及欧洲。他们不仅发现了已知古典

作品的更古老、更完善的版本, 而且还发掘出

在中世纪鲜为人知的其他古代作家作品。1350

～ 1600 年间, 在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前后,

游历东方的西方学者或逃到西方避难的拜占

庭学者, 把大批希腊文的古典作品手稿带到西

方。这些作品文本流传开后, 人文学者又根据

不同版本校勘, 详加注释, 细心点评。他们还将

希腊文文本译成拉丁文, 把古典作品和人文学

者自己的作品译成俗语, 以便同时代的人阅

读。一些人甚至用俗语进行创作。

人文学者对人文学科每一分支的发展都

功不可没。他们试图模仿古典拉丁语, 使其重

新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 从而导致了一场语

言和文学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怀疑中古拉丁语

的纯正、准确, 逐步消除了其中的一些惯用法。

人文学者还注释了一些古代语法家的作品, 编

纂了许多拉丁语、希腊语课本。

多数人文学者宣称, 获得雄辩的口才是受

教育者的主要任务, 它与追求智慧密不可分。

从彼得拉克开始, 许多人文学者贬抑经院哲

学, 抬高修辞学地位。在运用修辞学的过程中,

人文学者最常采用的文体是演讲词与书信。这

与他们从事文书或秘书的职业紧密联系。

在历史学领域, 一方面, 人文学者创作了

大量有关古代、中世纪和同时代社会生活的历

史作品和传记, 对古代的地形、神话等也有一

定研究; 另一方面, 人文学者运用其敏锐的判

断力和对原始资料的掌握, 批驳了许多谬误,

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重建历史, 并获得准

确、可靠的赞誉。另外, 历史研究也引导人文学

者思索史学方法、史料学和史学理论。这种思

考体现在他们作品的序中、对古代史家作品的

注释中以及有关历史研究理论的专题论文中。

·69·



人文学者创作的各类题材作品中, 相当数

量的作品涉及道德哲学及其他哲学问题。在这

些文章中, 他们同样显示了对优雅风格和典雅

用词的关注, 也运用明引、暗指、例证等手法

以推崇古代作家。除行文朴实的论文外, 人文

学者偏爱写作抨击性的文章 ( invect ive) 和对

话体文章 (d ia logue)。人文学者在拉丁诗歌领

域成绩斐然。现存作品有: 讽刺诗、挽歌、赋、贺

拉斯式诗 (Ho rat ian st rophes)、六步韵长诗、

赞美诗、田园诗等。人文学者对戏剧文学也作

出了贡献, 创作出几部拉丁悲剧和喜剧。俗语

文学明显受到人文学者影响, 许多俗语文学作

品包括一流的俗语诗歌模仿和采用了古典作

品以及人文学者诗歌的样式。在诗歌理论、文

学批评方面, 人文学者也颇有建树。

克里斯太勒指出, 人文学者的文学创作贯

穿着一个鲜明的特点: 力图模仿古代作家的作

品, 在风格的典雅、遣词的精心、篇章的营造上

与他们一较高下, 但是人文学者在其作品中凭

添了一份崭新的、古代作品不明显的特色: 重

视他们个人的情感、经历、观点和偏好。从彼得

拉克到伊拉斯漠、蒙田, 所有人文学者的作品

中都渗透着一种主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大多数

古典作品中以及浪漫主义以前的大多数近代

文学作品中都不具备。这就是在大多数人文学

者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毫无节制的闲谈、奉承、

争辩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

期对于抨击性文章、对话、演说、书信、散文等

体裁的偏爱。克里斯太勒认为, 这就是布克哈

特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8 ]。

三

国外学界对人文主义也存在着不同理解,

由于篇幅、资料所限, 笔者仅举两例, 以见一

斑。 第十五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人文主

义”条中, 定义“人文主义”为以 hum an itas 为

中心思想的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的运动。

H um an itas 系一拉丁词, 意指人的美德全面、

充分的发展。这个词不仅蕴含着与现代的“人

道”(hum an ity)相关联的一些品质, 如理解、仁

爱、同情、慈善, 而且包含了更积极的特性, 如

坚强、优雅、慎重、雄辩、热爱荣誉。因此, 拥有

hum an itas 的人不能只是整日伏案、离群索居

的哲学家或文人学士, 而必须是沸腾生活的参

与者。H um an itas 要求行动与沉思的完美平

衡, 这种平衡不是妥协性的, 而是互补性的。在

这个词最广阔的含义上, 实践性、平衡性美德

最终目标是政治性的。人文主义要求文化的全

面改革, 把所谓消极、蒙昧的黑暗时代变成鼓

励人发挥最大潜能的一个新社会。与克里斯太

勒不同,《百科全书》把人文主义者扩展至所有

具有 hum an itas 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

他们的直系“传人”。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有

以下几点: 崇尚古典, 古典文献是 hum an itas

的源泉; 现实主义地观察大千世界, 客观分析

观察所得; 凸显个人主义; 捍卫人类尊严等。

然而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

文主义传统》① 一书中, 从一个新的视角使人

文主义显现出新的面貌。传统的思路大致是这

样: 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光明时代; 中世纪欧洲

是黑暗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决裂, 重

新走向光明, 人文主义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主

旋律, 即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代替以神为中心

的世界观, 使超理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变为理性

的思想文化运动, 最终目标是把消极、蒙昧的

黑暗时代变成人人发挥最大潜能的新社会。布

洛克总结近年来史学研究成果, 归纳为两点:

1. 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 没有遽然的

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经院哲学等中世纪思

想在欧洲许多地方流传到 16 世纪, 在中世纪

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

人类世界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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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 anitatis 是属格, 二者并无本源、派生关系。



2. 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现代史初期阶段, 是

一个广阔而又多样化的历史时期。把它的特征

概括为人文主义, 已不能为大家接受。例如这

个时期有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 中世纪经院

哲学和对亚里斯多德的研究在大学里继续繁

荣发展[9 ] (P8- 9)。因而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经院哲

学并不是以此代彼的关系。布洛克认为, 西方

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

式是超越宇宙的模式, 集焦点于上帝, 把人看

成神的创造物; 第二种模式是科学的模式, 集

焦点于自然, 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第

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 集焦点于人, 以

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

的出发点。17 世纪以来, 所有这三种模式都继

续有代表, 继续吸引信奉者, 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

摇摆[9 ] (P12- 13)。人文主义模式从古代世界吸收

哲学传统, 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现代形态。它

不是一种信条或哲学体系, 不代表任何一个利

益集团, 也不想把自己组成一种运动。它只是

一种宽泛的倾向, 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 一

场持续不断的辩论[9 ] (P67)。

纵观各家之说, 品味其中的异同流变, 我

们可以看出克里斯太勒划定的人文主义范围

最窄。他把人文学者限定为从事语法、修辞、诗

学、历史、道德哲学这五门人文学科的教师和

学生, 因而他笔下的人文主义就是从事特定学

科研究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场学术、教育、

文学运动。人文学者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

们都拥有源自西方古代经典的人文学科知识。

《不列颠百科全书》人文主义条的撰写者

把人文学者的概念扩大为具有 hum an itas 的

人, 不仅可以是一位学者, 也可以是一个画匠

或工程师, 如达·芬奇。他所着重强调的是从

古代经典中继承而来的称为 hum an itas 的新

思想、新态度。以这种思想为标志的一场思想

文化运动将埋葬消极、蒙昧的中世纪, 开创人

类尊严的新纪元。我国学者给这场运动打上了

阶级烙印, 称之为早期资产阶级文化思潮, 并

且认为它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成为宣扬单纯

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国学

界这种正统观点近年来已有很大改观。布洛克

也从发展的眼光审视人文主义, 但并不把它看

作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 也不从阶级分析的角

度为之定性, 只是视之为看待人和宇宙关系的

三模式之二, 一种宽泛的思想倾向, 一个传统,

从其本质而言是属于个人主义的。毫无疑问,

“什么是人文主义”这个问题绝不会有一个人

人信服的标准答案。文艺复兴是西欧从中世纪

文明向近代社会过渡的一个时代。作为这个时

代最具渗透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必然

打上过渡时代的印记, 呈现出新旧交织、五光

十色的特征。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

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 人类对自身的精

神处境愈来愈不满意, 以人的能力、价值、尊严

为主题的人文主义研究无疑将是一个历久长

新的课题。以上诸说对后学均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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