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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华民族人文主体精神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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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
，

孔子以
“

仁
”

释
“

礼
” ，

彰显出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
、

作用和价值
，

从而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的

基本精神
，

即旨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
，

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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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命脉
，

数千年来迭经水火刀兵
、

历

朝兴旺而未坠撕灭
，

其中 自有一段精诚
，

腾越于千

秋之间
，

荫及百世而下的炎黄子孙
。 “

天行健
，

君子

以 自强不息
” ，
����多年前的这句古训也许最能道

出其中的奥妙
，

它所诊释的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主体

精神和独立不惧的主体人格
，

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

意识和主体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遇到危难时
，

在发

展的关键时刻
，

无论是个人
、

集体还是 民族
、

国家
，

刚健有为
、

自强不息
、

从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抉择
。

尽管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
，

这种主体精神常遭受

打击
、

压制和埋没
，

但它是一条红线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清晰
，

它是中华民族绵延繁盛的内在精

神力量
。

人对 自身价值的反思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

从

萌芽状态发展为 自觉的思考
，

在中国源于孔子
。

应

该说
，

进人文明之始
，

中华民族和西方各民族一样
，

原始的人神相通的宗教观念在人们的意 识中占据

统治地位
。

但是
，

到西周时期
，

人们对
“

天
” 、 “

帝
” 、

“

神
”

的理解发生了
“

由天向人
”

的根本性转变
，

一方

面
，

生产的发展显示了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力量
，

这

使人们意识到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

视的 �另一方面
，

在夏
、

商
、

周三代王权变更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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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
， “

民之所欲
，

天必从

之
”

���尚书
·

泰誓》�
，

世上的事不能都归于天命之

必然
，

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实质地参与着历史变革过

程
，

因而人应该从 自己的行为中去寻找历史变动的

内在原因
。

但是
，

尽管当时人们隐约意识到了人的

价值和作用
，

产生了重
“

人道
” 、

轻
“

天道
”

的思想倾

向
，

但这时人们所理解的
“

人
”

仅具有
“

民
”

的含义
，

还没有完全突破政治学的范畴
。

只有到了春秋时代

的孔子
，

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

将
“

人
”

的概念提

升为类概念
，

开启了人对自身的全面认识与思考
。

西周末年
，

周代奴隶制的繁荣在社会生产发展

的推动下逐渐走向分化
。

春秋时期
，

战乱频繁
，

社

会动荡
，

礼崩乐坏
，

混乱无序
。

孔子沿着周人关注
“

人
”

这一基本思路
，

经过反复思考
，

认为造成如此

结果的原因在于人 自身
，

在于人心的堕落和无节

制
，

以致使行为与理智疏离和脱节
，

而人 自身
，

是有

能力反省 自己
、

提高 自己
、

超越 自己的
。

基于这一

基本信念
，

孔子没有采取通过修改文制来约束人的

方法
，

而是把重心转向人心
，

通过唤起主体 自觉来

重建社会道德秩序
，

维护社会发展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

仁
”

成为孔子全部思想的

核心和根基
。

从词源学和文献学角度看
， “

仁
”

的本

来含义是人与人相亲相爱
，

孔子继承了
“

仁
”

的这一

基本思想
，

例如
， “

樊迟问仁
。

子 日 � ‘

爱人
’ ”

�《论

语
·

颜渊》�
，

在此基础上
，

孔子又进一步丰富和深

化了
“

仁
”

的内涵
，

赋予 了它以高度 自觉的主体精

神
，

从而使
“

仁
”

成为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普遍范畴
，

并成为
“

礼
”

的内在本质和心理依据
。

我们可以从

以下孔子的主张中看到
“

仁
”

作为主体 自觉的力量
�

“

人而不仁
，

如礼何� 人而不仁
，

如乐何�
”

���论语
·

八愉》�
“

今之孝者
，

是谓能养
，

至于犬马
，

皆能有养
，

不

敬
，

何以别乎�
”

�《论语
·

为政���
“

礼云礼云
，

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
，

钟鼓云乎

哉�
”

�《论语
·

阳货》�
“

礼与其奢也宁俭
，

丧与其易也宁戚
”

���论语
·

八情》�

从这里可以看出
，

传统的礼仪作为外在的实体

与形式是次要的
、

从属的
，

而主要的和根本的则是

人的内在伦理—心理状态
。

那么
，

为什么
“

礼
”

源于
“

仁
”

的主体自觉呢� 在

孔子看来
，

这是 因为作为统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
“

礼
” ，

是以食色好恶
、

喜怒哀乐等人性为基础的
，

我

们可以通过孔子对宰我问
“

三年之丧
”

的回答
，

来看

孔子的这一主张
� “

夫君子之居丧
，

食 旨不甘
，

闻乐

不乐
，

居处不安
，

故不为也
。

今女安
，

则为之
�

宰我

出
。

子 日
，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

然后免于父母

之怀
。

夫三年之丧
，

天下之通丧也
。

予也有三年之

爱于其父母乎�
”

�《论语
·

阳货》�
，

从中可见
，

孔子

把
“

三年之丧
”

的传统礼制
，

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

生活情理
，

把
“

礼
”

的基础诉诸于人们的血亲伦理的

内在情感要求
。

因此
，

孔子把
“

孝
” 、 “

佛
”

作为
“

仁
”

的基础
，

把
“

亲亲尊尊
”

作为
“

仁
”

的标准
，

把历史上

的伦理血亲关系和传统提取出来
，

并上升为意识形

态上的 自觉主张
。

于是
，

传统上的
“

礼
” 、 “

仪
”

获得

了时代新生
� “

礼
”

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被解说成为人

心的内在要求
，

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
，

被提升为生

活的 自觉理念
，

这样
，

外在的伦理规范与人们内在

的心理欲求就溶为一体
，

而传统上
“

天
” 、 “

帝
” 、 “

神
”

的指令
，

也就转变成了人们的内在欲求和 自觉意

识
，

服从于
“

天
”

命
、 “

神
”

命就变成为服从于人
，

服从

于主体自己
。

这一
“

从天到人
”

的转变在中国思想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

首先
，

由于把外在规范归之于主体的内在心

理
，

而不是归于作为外在力量的
“

天
” 、 “

帝
” 、 “

神
” ，

从而使主体获得了独立于天地
、

鬼神的人格
。

孔子

对神采取了
“

存而不论
” 、

不予理睬的态度
，

他明确

把少
、
界与神界分开

，

并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人界
，

对

所谓的神鬼
“

敬而远之
” ，

如
�

“

子不语怪力乱神
。 ”

�《论语
·

述而》�
“

季路问事鬼神
。

子 日
� ‘

未能事人
，

焉能事鬼�
’

敢问死
。

子 日
�‘

未知生
，

焉知死�
’ ”

�《论语
·

先进》�
“

樊迟问知
。

子 日
‘

务民之义
，

敬鬼神而远之
，

可谓知矣
。 ’ ”

�《论语
·

雍也 》�
“

祭如在
，

祭神如神在
。

……吾不与祭
，

如不

祭
”

�《论语
·

八悄》�

在孔子看来
，

人应知与能知的是人 自己
，

爱人

事人才是人的本分
。

从
“

厩焚
。

子退朝
，
日

� ‘

伤人

乎�
’

不问马
”

�《论语
·

先进 》�中
，

真切地反映出孔

子对人的极大关心和爱护
。

而对于那些无法证实
、

虚无空洞的鬼神及其它的怪异之事
，

孔子采取了一

种
“

存而不论
”

的策略
，

这是一种相 当高明的回避策

略
，

因为在当时甚至于后世的条件下
，

肯定或否定

鬼神的存在都很难在理论上予以确证
，

孔子的这一

态度表现了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
�

在《论语》中也出现过
“

天丧予
” ， “

知我者
，

其天

乎
” ， “

天生德于予
”

等话
，

但这只不过是孔子在危难

时刻赌咒发誓
、

聊以 自慰的话
。 “

天
”

在孔子眼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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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四时行焉
，

百物生焉
”

�《论语
·

阳货》�的 自然之

天
。

而从
“

五十而知天命
”

���论语
·

为政 》�
、 “

不知

命
，

无以为君子
”

���论语
·

尧日 》�中也可以看出
，

这

里的天命实质上是指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和必然

性
，

是人可以认识和掌握的
。

孔子对鬼神的这种清醒的理性态度
，

事实上把
“

天神
” 、 “

天命
”

驱逐到人的视野和思考之外
，

也就

使主体 自我摆脱了神秘的外在力量的强制
，

而获得

了人格独立
，

人在神的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奴隶
，

而是积极有为的主体
。

因而
，

这种理性态度不但没

有使人类之初刚刚萌生的主体意识走向异化
，

反而

进一步光大强化
，

并引导人们不去追求来生
、

业报
，

而是关注现实人生
，

不去追求思辨的抽象
，

而是重

视现实实用
，

以理节情
，

以现实
、

合理的态度去对待

事物和传统
，

正是人在事物和现实面前的这种理性

态度和理性精神
，

确立了人在外在世界面前的主体

地位
，

它标志着传统人文主体精神的觉醒
，

也标志

着中西文化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
。

其次
， “

仁
”

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具有神

圣的地位
，

它既是人们追求的 目标
，

也是衡量人们

行为的标准
。

但
“

仁
”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却不是高不

可及的境界
，

而是主体 自由意志 自觉追求的结果
。

“

为仁由己
，

而由人乎哉�
”

�《论语
·

颜渊》�
“

仁远乎哉� 我欲仁
，

斯仁至矣
。 ”

�《论语
·

述

而 》�

正因为把
“

仁
”

看作是人类道德生活中主体意志

自由的确证
，

因而也就肯定了个体 自我具有独立于

外在权威
、

鬼神强制的道德选择上的 自由
。 “

仁
”

的

追求和实现
，

完全是主体的 自由意志的 自我实现
。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 自由意志
，

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

实现仁德
。

孔子说
�“

有能一 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

未见力不足者
”

�《论语
·

里仁》�
，

这种
“

力
”

就是主体

自身的意志力量
。

当仁德与利欲发生冲突时
，

主体

运用意志力量克服感性利欲的诱惑
，

遵循仁德的要

求
，

也就体现了个体主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魅力
。

任何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努力从

事道德践履
，

就能使 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提高
。

同

时
，

一个人也只有依靠自己独立 自强
，

才能达到这种

境界
。

因此
，

在孔子看来
， “

仁以为己任
”

的独立行为

主体
，

必须要做到好学笃行
，

孔子 自己
“

学而不厌
” 、

“

为之不厌
”

�《论语
·

述而》�
，

并以
“

人一能之
，

己百

之�人十能之
，

己千之
”

�《论语
·

中庸》�为座右铭
，

“

发愤忘食
，

乐以忘忧
，

不知老之将至
”

�《论语
·

述

而 》�
，

以其躬身践行的一生为世人做出了表率
。

再次
，

仁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感
。

孔子并没有把
“

仁
”

局限在宗族亲情关系中
，

而是将

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深的层次上加以提

倡和升华
，

从而使个体价值在社会关系中呈现出

来
。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论语
·

雍

也》�
、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论语
·

卫灵公》�
，

通

过将心 比心
、

推己及人
，

仁道原则就不仅仅是个人

的内在价值所在
，

而且也是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内

在保证
� “

弟子人则孝
，

出则佛
，

谨而信
，

泛爱众
。 ”

���论语
·

学而勿这样
，

单纯的亲情关系就被扩展为

普遍的社会原则
，

从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
。

可以说
，

孔子倡导 自立 自强建立起的主体人格

所追求的并非是主体单纯的 自我完善
，

而是更积极

地审时度势
，

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而

献身
。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任重而道远
。

仁以为己

任
，

不亦重乎� 死而后 已
，

不亦远乎
”

�《论语
·

泰

伯》�
，

这既是对主体力量的确认
，

也是对社会责任

的担当
。

从
“

修己以安人
”

到
“

修己 以安百姓
” ，

个体

自我完善的最终 目标正是社会的进步与统一
。

并

且群体的
、

社会的价值要优先于个体价值的实现
，

为社会历史使命而努力才是
“

仁
”

的最高境界
。

孔

子终生为实现
“

人能弘道
”

的信念而奔波
，

不惜牺牲

个人
， “

君子无终 日之间违仁
，

造次必如是
，

颠沛必

如是
”

�《论语
·

里仁》�
， “

可以托六尺之孤
，

可以寄

百里之命
，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

君子人软� 君子人

也
”

�《论语
·

泰伯》�
，

正是这种积极人世的使命感

和现实精神
，

始终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志 士仁人
，

激

励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

救邦国于危难
，

拯生 民 于

涂炭
，

为仁道的实现而置生死利害于度外
。

孔子极大地高扬了个体主体人格
，

提高 了它的

主动性
、

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
，

并且
，

这种对仁的境

界的追求
，

并不是少数帝王将相的 专利
，

而是每个

个体成员均可承担也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他说
�

“

三军可夺 帅也
，

匹 夫不 可 夺志 也
。 ”

�《 沦语
·

�

罕》�这种
“

匹夫不可夺志
”

的精神
，

正是孔子所倡导

的 自强 自立的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

孔子以
“

仁
”

释
“

礼
” ，

将外在社会规范内化为主

体 自身的 自觉意 识和 自觉追求
，

也就从实践主体的

高度确立了人的地位
、

作用和价值
，

这一主题经由孟

子
、

荀子从不同方面的继承和发扬
，

进一步彰显了人

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
，

并使它最终成为儒学的基

本精神
，

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

孔子之后
，

孟子沿着理想主义方向
，

发展 �儒

家内圣之学
，

荀子沿着现实主义思路
，

发展了外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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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华民族人文
�

主体精神的确立

之道
，

从而进一步弘扬了 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
。

孟

子提出
“

性善论
” ，

将一切政治经济纲领
、

社会伦常

秩序和幸福理想都建筑在
“

不忍人之心
”

的心理情

感原则基础上
，

并以
“

人性固善
”

这一先验设定为基

础
，

逻辑地证明了人格平等的可能性
，

由此
，

孟子提

出
“

人皆可 以为尧舜
” ，

并认为人只要通过主观努

力
，

就能成为德性高尚的人
。 “

夫人必 自侮
，

然后人

侮之 �家必 自毁
，

而后人毁之 �国必 自伐
，

而后人伐

之
。

太 甲日
� ‘

天作孽
，

犹可违 �自作孽
，

不可活
’ 。

此比谓也
”

�《孟子
·

离娄上》�
，

人生于世
，

总会受到

自然
、

社会等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
，

但是
，

在同样的

客观条件下
，

则完全取决于个人 自身所建立起的主

体性状况
。

就个人而言
，

如果 自己不 自尊
、

自立
、

自

强
，

又怎能让别人看得起而不蔑视你呢� 家国的情

形也莫不如此
。

孟子对人的主体性的这一深刻阐

释表明
，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

只有 自强 自立
，

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

特别是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
�

“

居天下之广居
，

立天下之正位
，

行天下之大道
，

得

志与民由之
，

不得志独度其道
。

富贵不能淫
，

贫贱

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此之谓大丈夫
。 ”

�《孟子
·

滕

文公下》�可以说是对独立性主体人格的经典概括
。

荀子也是从分析人性人手
，

但与孟子不同
，

他

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群体秩序
、

社会规范方面
，

他提出
“

性恶论
”

主张
，

认为人性本恶
，

必须要通过

现实社会中的秩序
、

规范来努力改造人
，

改变其内

在 自然性
，

才能成为高尚的人
。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
，

荀子强调以人参天
，

应天
、

骋能
、

理物
，

提出
“

大天而

思之
，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

孰与制天命而

用之 �望时而待之
，

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

孰与聘能而化之…… ”

�《荀子
·

天论���这是对人之

为人的伟大颂歌
，

充分表现了人类以 自己的力量来

赢得生存和发展的自信与豪迈
，

从理论层次上论证

了人能够主宰万物并与天地并立
，

从而在天与 自然

面前
，

树立起了人作为类主体的主体气概
。

由此
，

荀

子倡导人要 自立 自强
、

努力实践
，“

为之
，

人也 �舍之
，

禽兽也
” ， “

骥骥一跃
，

不能十步 �鸳马十驾
，

功在不

舍
。

锲而舍之
，

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
，

金石可镂
”

�《荀

子
·

劝学》�的持之 以恒
、

坚忍不拔的精神
，

这种实

践精神
，

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品德
。

《周易大传》说
� “

天行健
，

君子 以 自强不息
” 。

从汉代以来
，

此书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作
。

由孔子

所奠定的儒学这一基本观念被历代先进的思想家

所继承和发扬
，

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

自强不

息
，

既包括个人奋发有为
，

独立 自强
，

也指一个群

体
、

一个国家的 自力图强
。

尽管在历史上
，

独立人

格或主体性的内涵
，

不同时代有所不同
，

并且 由于

这一思想本身具有内在矛盾性 �强调人格独立与个

性 自由的同时
，

又要人们格守宗法等级制度�而被

历代统治者改造利用
，

但是
，

正是这种
“

求诸 己
” 、

“

匹夫不可夺志
”

的独立人格思想滋润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神
，

建立主体性的努力
，

是各个时代杰出

思想家的共同追求
。

汉唐盛世
，

我们可以从大将霍去病
“

马踏匈奴
”

的壮举中
，

从诸葛亮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的践履

中
，

从诗人陶渊明
“

不为五斗米折腰
”

的义行中
，

从

刘禹锡
“

天人交相胜
” 、 “

还相用
”

的论断中
，

从李 白
“

天生我才必有用
，

千金散尽还复来
”

的豪迈中
，

体

会到独立 自主
、

自强不息精神一以贯之
。

宋明时期
，

王阳明所坚持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
，

其独立

性和能动性更为系统而深刻
� “

良知之在人心
，

无间

于圣愚
” ， “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
，

只 自信不及
，

都 自埋

倒
一

�
” ，

每个人潜在地都是圣人
， “

若体认得 自己 良

知明白
，

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 �‘ 〕 。

王阳

明在解放思想
、

唤醒个体主体意识上
，

作出了划时

代的贡献
。

清及近代
，

民族危亡之际
，

许多仁人志

士举起了民族 自立 自强的旗帜
。 “

天下兴亡
，

匹夫

有责
” ，

顾炎武的名言激励 了无数志士为民族独立

而前赴后继 �龚 自珍力破
“

万马齐暗
”

的局面
，

倡导

经世致用之学 �林则徐虎门销烟
， “

若鸦片一 日未

绝
，

本大臣一 日不回
” �魏源

� “

以实事程实功
，

以实

功程实事
” �
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

，

提出

了拒和
、

迁都
、

练兵
、

变法等主张
，

指出
� “

自强为天

行之健
，

志刚为大君之德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革命运动则使古老的 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获

得了近代的内容
，

而孙中山本人
“

吾志所向
，

一往无

前
，

愈挫愈奋
，

再接再厉
”

的昂扬斗志则是 自强不息

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发扬光大
。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正是传统文

化中弘扬主体独立人格的 自强不息精神的内在影

响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具有钢铁般的意

志
，

从不服输的品格
，

他们不仅在客观环境面前显

示了作为实践主体不企求神仙皇帝
，

不完全依靠外

界援助
，

而只靠中国人民 自己的奋斗来拯救民族和

民众的英雄本色
，

而且也显示了作为独立 自主的认

识主体的风采
，

从不盲从书本教条
，

不盲信他人经

验
，

只坚信实事求是
。

也正因为如此
，

毛泽东从来

不花时间去考虑是否会丢掉 自己的中国特点
，

也不

为中国文明的衰败而忧心忡忡
，

而面对最强大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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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他却得出了
“

帝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
”

的正确结论
。

凭借这种独立 自主的历史主体的

恢宏气度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

关
，

一步步走向胜利
。

中国革命的历史
，

就是一部

共产党领导人 民独立 自主
、

志气恢宏的奋斗史
，

这

里有的是血和汗
，

唯独没有乞讨和依附
。

��世纪 ��
、

��年代
，

当中国再一次面临何去何

从的选择时
，

独立 自主
、

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使她

再一次做出正确抉择
�

抓住机遇
，

发展 自己
，

走 自己

的道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正如邓小平

所指出的
� “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 中国的情况来办
。

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

独立 自主
，

自力

更生
，

无论 过 去
、

现 在和 将来
，

都是 我们 的 立 足

点
。 ’，
工’ 〕 这是对独立 自主

、

自强不息精神传统在现

时代最深刻
、

最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

��世纪�� 年代
，

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

这是依据我国国情

做出的正确抉择
。

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同于中国历史

上已有过的所有的经济形式
。

以往的经济形式中
，

自然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为具有独立性人格的个人发

展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
，

由于个人普遍缺乏主体地

位
， “

自强不息
”

的主体精神 也很难获得普遍意义
。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市场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
，

企

业和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成为经济运行的独立主

体
，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自我约束
，

自我发展
。

市场

经济确立了人们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
，

也就使民族

主体精神传统的普遍发展获得了现实意义
。

总之
，

由孔子所倡导的中华民族人文主体精神

博大精深
，

我们今天重新刻勒它
，

剔除其时代局限

性和落后性
，

就会发现
，

这一古老的精神信念蕴涵

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

它所体现出的内在价值指向

现在和未来
，

它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已经超越 �时间

和空间
，

它所蕴藏的永恒价值正和着现代化的高九

旋律焕发出迷人光彩
，

它的智慧和力量不仅关照着

我们这一代致力 于祖国现代化的华夏儿女
，

而 且也

启迪着世界上所有关注人类幸福的人们
。

尽管我

们现在还很难具体描绘未来时代人类人文主体精

神的具体境遇
，

但是可以相信
，

传统人文主体精神

会给我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启迪
，

有 厂这一精神力量

的荫蔽
，

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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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

中国人才研究会
·

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挂靠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经中国人才研究会
·

超常人才专业委员副理事 长扩大会议决定
�

该专业委员会 ����年 �月 �� 日起正式挂靠 上
�

比京 �
�

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

并定于今年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
����年海峡两岸特殊教育

”

学术研讨会
。

该专业委员会致 力 �
飞

推动卓越人才和超长人才的研究及培养
。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贺淑曼教授任理事长
，

人大附中刘彭芝校 长出任秘 书

长
。

北京师范大学 肖非教授
、

中央教科研所长俞国 良教授
、

南京大学桑志芹教授
、

北京八中龚正行校 长等任副理小长
。

此

外
，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教授
、

中央教科研所长朱小曼教授
、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查子秀教授和施建农教授
、

北京

师范大学林祟德教授
、

台湾师范大学昊武典教授等多名专家受聘于该专业委员会
，

担任高级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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