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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①以来的近30
年中国社会，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业文化逐渐主导中

国文化的过程。如果说在 1990年代，还有人在争论

“人文精神”和金钱的价值孰高孰低，2000年代，不

少人还在“没有爱情的宝马轿车”和“有爱情的自行

车”之间犹疑、权衡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关心的

已经只是最快获得金钱的方式了。在这一背景之

下，人们很自然会关注和反顾那些曾经有过的抗击

商业文化的声音。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

也就浮出水面，成为让人反复讨论的事件。②确实，

30年间，它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商业化过程中发

出的唯一的集体声音。基于人们对这一讨论的反

思已经涉及多个方面，本文内容只针对它的精神内

涵问题。

一

“人文精神讨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毫无疑

问，它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缺陷。在30年过后的今天，

这些缺陷呈现得更为充分，主体精神方面应该是它

最重要的症候。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精神内涵不清晰。

任何讨论，概念内涵的清晰都是最基本的要

求。因为只有思路清晰、方向明确的概念内涵，才能

让讨论具备基本的目标，讨论者能够在同一思想层

面上进行对话，从而形成明晰的(尽管可能是多样的)
思想方向，影响或启迪读者，在时代文化中产生自己

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要将“人文精神”的内涵简单

化，但无论如何，基本内涵、价值方向的一致是保证

讨论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否则，讨论者虽运用同

一词语，但各有含义，就不可能将讨论深入，更遑言

取得某些共识。

然而，正如有批评者所说：“不难看出，对于‘人

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学者们的解释五花八门，似乎

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念。”③审视整

个讨论，大家虽然都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但不

同人的概念内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存在有实

质上的对立。《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一文对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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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不同学者对“人文精神”概念界定做了细致的梳

理，④从中可以看出，概念内涵有很丰富的指向：有西

方近现代的人文精神，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

涵，还有基本指向现实政治的“理想”“信仰”等。概

念的差异，代表的是讨论者完全没有形成基本相同

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虽然不少讨论

者表面上都是在呼吁、倡导“人文精神”，但实际上，

每个人的意图指向却不相一致，甚至可能南辕北

辙。这样的讨论也很容易受到批评者的争议。比

如，当一些学者提出“重建”或“回归”人文精神时，

就有人质疑、针砭其内涵：“如果现在是‘失落’了，

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

状态呢？如日中天么？领引风骚么？成为传统或

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⑤“如果说是失落了革命

传统，或者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

易明白。”⑥

其二，精神指向不明确。

“人文精神”讨论是从批判和否定开始的。正是

因为对现实文化中的某些现象不满意，才有这一讨

论的产生。批判的目标有比较具体的(如王朔、王

蒙、张艺谋等)，也有相对抽象、概括性的。从表面

看，批判对象似乎比较清晰，但实际上，讨论并没有

真正准确地将目标指向所意图否定的对象。或者准

确地说，它有直接而表面的目标，但却没有抓住真正

要针砭的实质对象。

讨论指向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时代

文化的认识。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

期，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

态。商业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所以，

“人文精神”讨论的否定对象也主要针对它。这似乎

是明确的，但关键是，文化情况并非如此鲜明。简单

说，当时社会主要存在政治和商业两种文化。二者

密切关联，但呈现的是复杂交织乃至交错的状态，其

内涵也很复杂。比如时代政治文化是一种新的、以

开放为主体精神的文化，它刺激了经济发展，客观上

推进了商业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富有创

新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起了重要的解放作

用。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它理解为商业文化的发展背

景，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二是对“物质”(商业文化)和“精神”(人文精神)之
间关系的认识。人类生存离不开物质和精神这两个

要素。但它们不是绝对分离，而是密切交叉的。换

句话说，物质是人生存的基础，物质的解放也是人的

解放，包含着人正常而基本的欲望要求。离开必要

的物质基础来谈“精神”，只能是空洞和虚假的。所

以，我们既需要认可物质在生存中的必要价值，又不

做物质的奴仆，批判唯物质的商业文化。对“人文精

神”的倡导，应该建立在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理性和

感性不同层面的完整的“人”的全面理解上，特别是

既不完全否定物质的价值，又突出精神更高的意

义。如此才能为当时迷茫于物质和精神选择间的普

通大众提供思想的启迪，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商业

文化潮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精神”讨论，其认识上的

误区是明显的，批判对象也存着一定的偏离。比如

讨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王朔。王朔的文学作品具有

对“崇高”“理想”等文化调侃和讽刺的内容，也对

物质文化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因此获得社会大众

较多的认可。不可否定，王朔作品确实存着有彻

底亵渎理想、精神的缺陷，但它同时也针砭了长期

流行的虚假“理想主义”，其对物质的肯定也并没

有完全陷入商业文化的陷阱中。因此，如果只看

到王朔作品的负面特点而忽略其积极意义，特别

是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大

众广泛的欢迎，显然是相当片面化和简单化的。⑦

同样，在讨论中也遭遇批评的张艺谋等人所谓的

“暴露黑暗”“技术化”等问题，更存在着观念陈旧

和忽视大众权利的缺陷——任何艺术都有自律的

内在要求，也有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目的，对此显然

不能简单否定。

其三，精神表达方式过于简单化。

作为讨论，特别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讨论，

思想的宽容和态度的恳切应该是引导讨论深入的重

要前提。然而，讨论的实际表现却没有如此。无论

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还是质疑者，都普遍缺乏平

和理性的态度，充斥着简单化和情绪化的意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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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这导致很多问题被情绪所遮蔽，无法进行深

入辨析。此外，在讨论方式上还存在着空洞抽象

的缺点。“人文精神讨论”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讨论，

但很少有讨论者真正深入结合现实问题，特别是

没有体察大众的生存匮乏，将社会大众问题作为

个案进行深入讨论，并针对性地对问题进行剖析

和探究。

如此多方面的精神缺失，严重限制了“人文精神

讨论”的效果。讨论虽然参与者众，时间持续也不

短，但它没有对社会大众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力，而是

基本上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换言之，讨论没

有为社会大众提供有效的思想力量，没有在商业文

化无所顾忌的侵凌中产生基本的阻挡作用。而且，

因为缺乏清晰性和系统性，讨论的成果也无法作为

重要的精神遗产为后来者所借用。这严重局限了它

作为一个重要时代性文化事件的意义。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它也失去了一个很好

的重建社会文化信任的机会。漫长的前几十年是对

知识分子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精神沦落的过

程。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好印象，

知识分子自身形象和品格也亟待重建。“人文精神讨

论”表现出这一愿望，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讨

论真能起到影响社会文化、启迪大众的作用，知识分

子也许会获得不同的社会声誉和形象面貌，自身的

价值建设也可能更有收获。然而，讨论的失败，知识

分子承受的是社会和自我的双重打击。今天社会知

识分子形象千疮百孔，屡屡成为嘲讽和否定的对象，

根本原因当然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行为，“人文精

神讨论”是其表征，也是某种起始。

二

当然，我之所以在今天来讨论“人文精神讨论”

的问题，绝非依靠后来者的时间优势，对历史进行简

单的菲薄和指点。而且，我也完全不否认这一讨论

存在的意义。正如“人文精神讨论”主要发起者之一

的王晓明在后来对讨论起因的总结：“作为这个危机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

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

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

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

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⑧毫无疑问，在

当时背景下，“人物介绍讨论”是有充分价值的。参

与讨论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具有较深的人文情怀。他

们对现实文化的深切忧虑和对自我的文化持守，都

赋予了讨论一定的悲壮色彩。

更重要的是，检讨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

实。如前所述，今天中国社会深受商业文化的侵蚀，

精神文化问题正严重困扰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

我在这里与其说是反思历史，不如说更是针砭现实；

既是针对他人，也在解剖自己。也正从此目的出发，

我认为检讨“人文精神讨论”，一项重要工作是探讨

其失败的原因。只有找到根源所在，努力改变和完

善，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

对讨论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

最外在、也最突出的，应该是刚刚过去的政治历

史。讨论进行时，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十多年

时间，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社会还没有进行真正

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也正因为如此，这段历史对社

会的影响力长期而深刻地存在，包括到今天社会。

由于“人文精神讨论”主要参与者为知识分子，这里

就重点谈这一历史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以及在

讨论中的具体体现。

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缺乏现代思想意识，包括

缺乏自我批判和独立意识。很多学者都指出过中国

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强烈的权力依附弱点，事实上，

这一弱点远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而消逝。刚过

去的历史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人文精神讨论”中，一

些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忽视和脱离现实以及不自觉的

政治皈依意识，都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虚假中

心意识的影响。如果能够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

意识，讨论应该会有不同的发展。其次，在思想特点

上也可以看出历史的影响。比如，如林毓生所指出

的，以“文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

弱点，其背后隐藏的是缺乏现实关注意识，以及结合

现实来思考问题的能力。⑨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可

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决定论”观念的影响。讨论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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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概念，却未能切实联系现实大众的生存状

况和精神欲求，空洞“理想主义”文化的影响很明

显。第三，讨论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历史带来的影

响。相当一段时间中，社会文化盛行二元对立思

维。它很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事物的狭窄和绝对化，

以缺乏宽容和极端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人文精

神”讨论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一些读者来信。“列举

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参与者逐一批

倒批臭，‘定点清除’”。“对张艺谋‘利用电影给祖国

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

控诉”。⑩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下的语言和

思维暴力特征。相比之下，像施蛰存、郑敏、王蒙等

经历过较多历史风雨洗礼的老作家，受历史文化影

响就相对较小，在讨论中也能够保持相对宽容、平和

的态度。

历史对“讨论”有严重的制约，而更根本和更内

在的原因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检讨“讨论”全过

程，无论内涵、视野还是方法，它们都关联着知识分

子的思想能力和精神品格。这一匮乏，根源于知识

分子的深层文化资源。

对于刚刚从相当长时间的文化封闭中走出来

的中国社会来说，面对 1990年代汹涌而至的市场经

济文化潮流，要准确地把握和认识，特别是针对社

会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绝非易事。在当时背景

下，它没有旧的传统可以依靠，时代最需要的，是新

的建设，是独立的、全新的思考。这一建设的根本，

就是真正的“现代”“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它应该

包括两个基本内涵：现代思想意识和中国传统人文

精神。

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无可置疑——商业文化本是

现代工业文明伴生的产物，只有现代性思想，才能建

立起现代人文意识，准确辨析商业文化的合理性以

及危害，才能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同时，中国

传统人文精神也非常重要。因为从社会文化来说，

经历过长时间的文化激荡，人们内心文化已经非常

空洞和匮乏，精神信仰出现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

况下，商业文化很容易对他们构成侵蚀和统治。中

国传统以伦理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是大众内心最深

层的文化，也是真正能够针砭时弊、对商业文化潮流

产生有效抵制作用的思想。这两种文化思想需要创

新性的融合，需要内在的统一。也就是说，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和现代西方文化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

思想资源。它们是共同应对汹涌商业文化潮流的思

想武器。

由此来说，“人文精神讨论”需要的文化资源不

只是传统与现代的哪一方面，而应该是二者的融

合。我的理解，主要内容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

更新。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民族文化是独特、

深刻思想的最重要源泉。特别是传统文化认识世界

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以及哲学层面的中国文化

观念和艺术精神——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

晶，也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精髓之所在，是区别于西方

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创造性之源；其

二，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更新和改造是不可缺少的

重要内容。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绝对不可能墨

守成规、亦步亦趋，而是需要以宽阔的胸怀学习、借

鉴和吸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丰富

和完善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和开放学习是一个问

题的两面。它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方面，只

有开放的视野，借助外在文化的对比和观照，才能拥

有对自我准确的认识力和批判力，做到去芜存菁，进

行合理的选择和扬弃。反过来说，只有保有基本的

传统内涵，才能谈借鉴和吸收，否则就是失去自我，

是主体的丧失乃至消亡——放弃自我也就谈不上接

受，而只能是投靠。

三

在当时环境下，以上对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要

求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或者说，这里所表达的不

是一种现实要求，而是一种理想和期待。所以，这种

期待对于“人文精神讨论”本身也许没有实际意义，

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却很重要。因为精神资

源问题不只是“人文精神讨论”进行的 1990年代问

题，也是困扰当前文学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对这一

问题思考的意义，深刻关系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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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相当突出，

但有两个方面制约着它的高度。一是缺乏真正超越

性思想和创造性艺术的优秀作家作品。当代文学一

个突出的特点是与现实关系密切，作家们关注现实、

书写现实也思考现实。但是作家们的思考多局限于

现实本身，缺乏超越现实层面的抽象性文化思考，更

匮乏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予以创造性呈现的思想和

艺术佳作。其结果是我们在当代文学中几乎看不到

真正超越于一般社会大众之上的、对社会现实的深

刻思考，也看不到具有真正独立哲学高度的优秀作

家，也缺少真正具有民族个性的艺术特征和创造性

的审美方法。所以，当代文学中达到经典高度的作

品还很少，更缺乏像鲁迅那样思想深邃而具有广泛

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二是缺少鲜明而独特的文学

特点，呈现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文学个性。与作家

创作上的创造性匮乏相似，当代文学思想也基本上

都是尾随于西方理论话语之后，严重缺乏独特性和

原创性。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在世界

文学格局中呈现出清晰的独特个性，形成鲜明的面

貌特征。一个常识性道理，一个作家要显示出较高

价值，必须要具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性，思想或风格上

的与众不同。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只有在与其他民

族文学比较，它表现出了认识世界方式或表现世界

审美特征上的独特个性，才能赢得世界文学的充分

尊重，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就目前看，虽然个别

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的创作个性，但无论是深度还是

广度都远远不够，也没有为世界文学奉献出一个独

特的“中国文学”形象。从在世界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力角度说，当代文学远不能与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

相比。

当代文学这两大症结，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

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其精神资源。没有深刻的文化

为精神后盾，局限了当代中国文学无法产生超越性

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也限制了它获得更高的

成就。

现实往往由历史所造就。显然，检讨中国当代

社会的文化历史非常有必要。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
基本沿袭“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方向。其主体是从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现代性为寄初。这是一种必

然也合理的趋势。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一些较严重

的缺陷。那就是对民族文化相当严重的淡漠和忽

视。虽然现代文化也倡导对民族文化的“扬弃”立

场，但在缺乏开放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由于对服

务现实的强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非常简

单和片面。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历史阶段中，对民

族文化更是采取强烈否定和打击的方式。长此以

往，结果是普通大众对民族文化非常隔膜，心理上

对立，缺乏对它的接受和认识能力。表现在文学

方面，就是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素

养，也匮乏对民族传统文化尊重、借鉴、继承和发

展的自觉。

1980年代后，社会文化进入开放时代，人们拥有

了更开阔的文化视野。然而，社会文化态度和作家

文化资源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们意识到社会

发展的阶段性差距，没有意识到差距形成的复杂原

因，而是简单归咎于民族文化问题。于是，社会排斥

民族文化之风没有断绝，而是更广泛地发展。作家

们也是几乎全力倾向西方，试图以西方文学和文化

为自己的创作资源，对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极少热

情和兴趣。作家宁肯曾经这样概括中国作家的文化

资源现状：“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

们顺口就能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却独

独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处于失语状态。”这一概

括丝毫不夸张。对作家们的开放和学习姿态应该充

分肯定，但对其方法却需要有深刻反思。完全抛弃

民族文化传统的向外学习，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任何文化都由长期

积淀而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复杂文化关联。

要想在异文化背景下进入西方文化，依靠其作为文

学创作的独特思想源泉，显然不太可能。对于绝大

多数人来说，在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潜移默化受到

本民族文化影响，影响很深。长大以后，这种影响依

然很深。在外在思想层面改变相对较容易，内在哲

学思想改变却很难。当作家文学创作时，哲学世界

观是根本而内在的。要换一种哲学思想来思想、创

作，难度很大。所以，一个中国作家要完全吸取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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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以之为自己的深厚创作资源是难以做到

的。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既没有真正学习到西方

文化，也失去了自我文化传统，最终陷入到不中不西

的浮萍般困境之中。

以上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检讨，可以看出，虽然不

同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潮流方向存在差别，但却共同

承担着传统匮乏的后果。那就是不能深入地认识传

统，对传统进行辨析、改造和转化，与现代思想进行

融汇和发展，产生既具有现实性又富有创新性的思

想和作品。即使是个别作家拥有依靠传统的自觉，

也没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从心理层面看，这

种状况会严重影响作家们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自

信——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传统文学现代生命力的

自信。

以两个个案来作为不同方向的典型。一是中国

现代抒情小说的当代命运。这一由废名、沈从文等

人开拓，萧红、师陀、汪曾祺等人继承和发展的小说

传统，既借用现代小说形式，又化用传统文学艺术特

征，更将儒家和道家思想与现代人文精神结合起来，

是具有很强创新潜力的优秀传统。然而，在当代文

学中，这一创作却是日益萎缩。特别是在 1990年代

后，它已经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意味着这一传

统的基本中断。究其根本，就是当代作家的传统文

学和文化底蕴太薄弱，没有能力继承这一创作传统、

维系其生命力。二是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长

期历史所导致的思想狭窄和艺术匮乏背景下，这一

创作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意义。但从其创作本身

看，价值成就确实有限。它的艺术表现固然完全是

模仿西方，没有独创性。它的思想内涵也大多空洞

虚幻，基本上是西方观念的表层体现。所以，它既没

有融入现实，也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它只具有文学

史意义，却匮乏文学本身的意义。

从精神层面则仍然回到“人文精神讨论”。由于

缺乏深广的文化资源，就难以拥有独立而坚定的主

体精神和文化立场。“人文精神讨论”中，不少讨论者

最终都选择了以“回归”为基本的思想目标。如张炜

回归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田园”，张承志回归宗教

以拒绝现实……作为文学来说，这种回归并非没有

意义，但作为知识分子文化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种

现代力量匮乏的表现，背后蕴含着内在的软弱和犹

疑。如果结合“人文精神讨论”过后近30年间知识分

子的表现看更是如此：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没有表现

出其充分的社会批判精神，一些人选择了与主流文

化的合流，乃至推波助澜；一些人选择“躲进小楼成

一统”，规避与现实的对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这都是主体自信匮乏的表征，也是文化资源匮乏的

结果。

注释：

①“人文精神讨论”其实没有明确的范围。宽泛来说，它

指的是1990年代中叶以“人文精神”为主题的相关讨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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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近年来，对这一讨论的总结文章甚众，其中有当事人的

自我回顾，更多后来人的检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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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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