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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与人文素质导论》

内容概要

　　《人文科学与人文素质导论》分为导论、上篇“人文科学导论”和下篇“人文素质导论”三个部
分。在上篇当中，我们向读者介绍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人文学科
七大部类的基本知识；在下篇当中，我们根据上篇七个方面的内容选取了七篇经典文本进行了介绍和
解读，以帮助读者提高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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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与人文素质导论》

书籍目录

导言上篇 人文科学导论第一章 追求智慧的哲学一、何为哲学二、中国哲学的历程三、西方哲学的历
程四、哲学是否有终极答案第二章 聚焦道德的伦理学一、伦理学的概念二、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三、
伦理学的主要学派四、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三章 超越日常的美学一、何为美学二、美学的研究范
式第四章 “精骛八极”的文学一、何为文学二、文学何为第五章 沟通古今的历史学一、历史学概述
二、20世纪的历史学转向三、历史学、历史感和人文素质第六章 辐射广泛的语言学一、语言学概说二
、语言学的主要分支三、现代语言学史概说四、语言学的先导性第七章 探索庙堂奥秘的宗教学一、宗
教与宗教学二、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下篇 人文素质导论第八章 哲学文本选读第
九章 伦理学文本选读第十章 美学文本选读第十一章 文学文本《哈姆莱特》导读第十二章 历史学文本
选读第十三章 语言学文本选读第十四章 《古代宗教与伦理》选读后记

Page 3



《人文科学与人文素质导论》

章节摘录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其代表
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
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构拟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
，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
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原始印欧语好比是
树木的树干，由此生出两支，一支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一支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
支，由这些语支再分别生出日耳曼、立陶宛、斯拉夫、凯尔特、意大利、希腊、伊朗等语言。这个谱
系树模式已为后人所采用，但只是为了大致了解语言的演变过程。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
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用“波浪说”对此作了修正
。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
夫和布鲁克曼，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宣称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他们在
坚持这个原则时，还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类推”在语言演变
中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著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
罗的《语言史原理》。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搜集了
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
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
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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