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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内容概要

《人间学术》内容简介：“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
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
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
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
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
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
、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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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作者简介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
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纪实作品《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偶尔远行》《宝贝，宝贝》，随感集《人与永
恒》《风中的纸屑》《碎句与短章》，诗集《忧伤的情欲》，以及《人生哲思录》《周国平人文讲演
录》等，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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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书籍目录

目录

序

一九八〇
正确评价德波林

一九八一
人的活动和完整的人性

一九八二
马克思的自由观

一九八三
人性、爱情和天才

一九八四
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一九八五
《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前言
阮籍与尼采

一九八六
尼采美学概观
哲学的魅力——《诗人哲学家》前言

一九八七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真正的学术要有恒久性和世界性——《博士论丛》总序

一九八八
人与书之间

一九八九
《尼采与形而上学》概论
爱书家的乐趣

一九九〇
悲观·执著·超脱

一九九一
人生寓言

一九九二
思考死： 有意义的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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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读吴宓《文学与人生》

一九九四
救世和自救

一九九五
作为世界经验的理解和语言——伽达默尔的意义理论

一九九六
伦理学和价值层次

一九九七
哲学与精神生活

一九九八
勇气证明信仰

一九九九
中国人缺少什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二〇〇〇
纪念所掩盖的

二〇〇一
孤岛断想

二〇〇二
读《圣经》札记

二〇〇三
走进一座圣殿

二〇〇四
疯癫的不同价值——尼采论疯癫

二〇〇五
学术规范化和学者的使命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二〇〇六
责问今日教育

二〇〇七
教育的七条箴言
为中国今天的教育把脉——评杨东平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二〇〇八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信仰和法治——重新发表《中国人缺少什么》的作者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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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
以西方科学传统为镜

二〇一〇
《宝贝，宝贝》序

附录一：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
附录二：周国平著译出版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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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章节摘录

　　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考察人类祖先同其他动物在肉体组织方面的差别，仅限于指出一点：劳动之成
为可能和必要，是以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体质形态、大脑机能等方面的
积极特征为前提的。事情不止于此。劳动还将使人类祖先的生物属性进一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形
成人所特有的生物属性。当人通过自身的自然力的运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
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⑤。在劳动过程中，人的内在的自然本性（马克思称之为“主观意义的自然界”
）和外在的自然环境（马克思称之为“客观意义的自然界”）呈现出水平一致的发展。随着外部自然
界的面貌离原始自然界越来越远，人的自然本性离动物性也越来越远。换句话说，人通过自己的生产
活动使自然界越来越人化，同时也就使自己的自然本性越来越人性化。　　人的自然本性的改变突出
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人类祖先一旦开始从事劳动，劳动本身就成为强大的推动力，开始支
配人类生物进化的方向，促使人的生物组织越来越适合于社会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劳动使人的生
物性需要（这里主要指物质生活需要）的对象内容和满足方式与动物相比发生了质的区别，从而赋予
了它们以不同于纯粹动物需要的属人的性质。　　对于人的生物属性能否包括在人性即人的本质的范
畴之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答案，而其中多数人往往把人的生物性等同于动物性。持
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尽管这是一种动物性，但是既然它存在于人之中并且影响着人的行为，就应当承
认它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既然这种属性与动物无甚区别，就不能算作人的
本质。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人是有着区别于动物的生物属性的，而这一点又必须以人的物质生产活
动为基础才能分析清楚。正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人形成和发展着自身特有的生物属性。在这个意义上
，应当把人的生物属性看作人性（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因素。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
历史活动”。但是，只要人从事生产，立即就产生人的活动的其他两个方面：精神活动和原始的社会
关系。“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
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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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编辑推荐

　　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特立
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人间学术》是“三十
年集”系列丛书中的《人间学术》，纪录了作者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
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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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精彩短评

1、这是周国平在30年里的创作精华，读这部书，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的成长与变化，文字机锋也在不
断成熟。由生涩到经典的过程。值得一读
2、还值得看看
3、研究尼采研究得很透的周国平先生果然对于生命和死亡有着淡然超脱的理解。
4、从学术青年到文艺大叔的蜕变过程。
5、第一章评论海德格尔生死观的，那些确实难懂，到后面分析尼采哲学观的地方就简单多了，那些
文章都是十几年前的佳作，那才是真正的做学术。到了书的后半段，作者反复强调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其实即使这么说，我也能感觉到他的无奈。老周老了！
6、着重读了早年几篇不易见到的学术文章，讲句玩笑话，周国平干的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啊
。后面的文章高中时读得那叫一个如饥似渴。
7、送货很及时。而且是正版。总之很好。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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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学术》

章节试读

1、《人间学术》的笔记-第302页

        总之，现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方出现，完全是得益于这个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
的数学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大传统。⋯⋯ 中国没有这个大传统，中国古代的圣哲大多与科学无关，中国
古代的数学偏于实用，宇宙探索则偏于笼统，二者是分家的，中西科学的真正分水岭即在于此。

2、《人间学术》的笔记-第67页

        无论是阮籍身上最卓越地体现出来的魏晋风度，还是作为尼采思想特色的酒神精神，实质上都是
一种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这是两者的真正共通之处。死亡作为背景引出人生无意义的悲剧意识。
出于自然和生命的审美又重新赋予以意义既看到人生的悲剧性一面，又要肯定人生，所能采取的就只
有审美的人生态度了。

3、《人间学术》的笔记-第222页

        读圣经札记

4、《人间学术》的笔记-第21页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是唯一的为活动而活动、把活动当做他的最大需要的生物。
从为生存而活动到为活动而生存，是人的需要结构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我们甚至可以说人还没有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这是否意味着要
达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对人性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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