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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技术时代。
数字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使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数字化面前变得笨拙和无奈，同
时不仅引发了中国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缺失。
对此，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均在探索着解决之道，期望能最大限度地克服数字化技术给人们带来
的负面影响，还数字化技术以造福人类的本来面目和功能。
正如爱德华·特纳所言，如果我们能从报复效应中接受教训，就不会去否定技术，而是将改进技术。
而从根本上说，数字化技术的一系列负面作用的产生就在于发达的现代科技没有自觉地加入相应的人
文精神关怀。
因此，必须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约束、限制和指导它的发展。
只有把良好的人文精神融人数字化网络空间，才能消除或缓解目前中国人文精神种种“症结”的发生
，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促进数字化社会的正常发展。
因此，本论文选择了数字化技术作为时代背景，对中国人文精神予以现实解读，期望通过此研究进一
步促进中国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首先对数字化及其技术限度进行了考察。
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对数字化技术的内涵、特征、属性、意义及其时代限度进行了
分析。
认为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选择的背景和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技术所开创的数
字化空间也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其次，对中西人文精神发展的文脉进行了历史追溯。
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分别考察了中国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状况，重点对中西人文精神的历史演
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人文精神乃是充满矛盾、残缺不全的人文精神，它不能引导今天
的人文精神建设。
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它与封建专制相结合，又有所背离并消解
人文精神的底蕴。
　　接着，在上述基础上，以技术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对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
析，指出了技术与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互动关系，为以数字化技术为时代背景奠定合理基础。
进而深人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意义之维、理论之维和现实之维。
　　最后，在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原则和儒家人文精神传统启示的基础之
上，指出了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六个路径。
同时，对中国人文精神进行了后现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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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认为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选择的背景和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技术所开创的数
字化空间也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其次，对中西人文精神发展的文脉进行了历史追溯。
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分别考察了中国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状况，重点对中西人文精神的历史演
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人文精神乃是充满矛盾、残缺不全的人文精神，它不能引导今天
的人文精神建设。
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它与封建专制相结合，又有所背离并消解
人文精神的底蕴。
　　接着，在上述基础上，以技术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对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
析，指出了技术与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互动关系，为以数字化技术为时代背景奠定合理基础。
进而深人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意义之维、理论之维和现实之维。
　　最后，在分析了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原则和儒家人文精神传统启示的基础之
上，指出了中国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六个路径。
同时，对中国人文精神进行了后现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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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问题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如下建构新论点：　　第一种论
点：建构范式、社会建构论。
陈志良教授认为，数字化技术视阈下人文精神的建构迥异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经验论与实证论、
规范论与应该论愈加显示出其局限性。
数字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与特点必然打破已有的人文建构框架，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建构
问题的根本否定，物质本体正向功能本体的方向转化。
针对“合成论”、“反映论”，他提出“大人文精神”和“小人文精神”两种建构模式。
“大人文精神”是指从整体的“数字化运动”来构建价值与事实的统一，而不纠缠于二者的分裂；“
小人文精神”着重于数字化解构话语霸权、社会霸权的功能，仅仅留滞于对数字化的“镜式”反映和
描述上。
因此，“数字人文”必须突破反映论，从整体、能动、智慧、自由的角度加以建构。
　　第二种论点：技术与经济、制度互动论。
鲍宗豪教授认为应从技术、经济和制度环境互动的角度，进行数字化技术视阈下的人文精神建构，人
文精神是在技术、经济和制度三者互动中生成和发展，并在三者互动中来实现的。
数字化技术再进步、再发达，但现实的终极关怀，要通过各项制度、政策来保障。
因此，建构数字化人文精神的最后落脚点不在于数字化本身，而在于各项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
　　第三种论点：人文关怀论。
许多学者认为数字化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是发掘数字化所蕴涵的人文因素，培养人文关怀的“数字化
情结”。
从儿童教育、大学教育、传媒领域倡导人与人及数字与人的“亲近”方式，“高技术、高人文”是他
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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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数字化技术时代，亟需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约束、限制和指导它的发展。
只有把良好的人文精神融入数字化网络空间。
才能消除或缓解目前中国人文精神种种“症结”的发生.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促进数字
化社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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