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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由吴玉军著。
现代人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却面对着自我认同焦虑、价值共识困境和非安全感增强等生存困境。
如何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夯实现代人的生存根基，在今天显得十分迫切。
《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对现代人关于非确定性焦虑的现象与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从理性
的合理化、资本运行的合理化、国家功能的合理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以及自我欲望的合理化等五个
方面阐述了夯实现代人生存根基的基本构想。
观点明确，研究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对深入认识理解当代社会问题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有很
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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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玉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思潮
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全球化时代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北京市哲学与社会
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等。
曾参与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撰写工作。
发表著作，译著5部，论支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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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社会诸领域的分化现代多元社会的形成得益于社会诸领域之间的分化，即经济与文化
领域从政治的高度统摄当中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从而摆脱了传统社会条件下以政治为中心，经济
、文化附属其中的“机械团结”现象。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了“自成目的”和“自成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的整合主要通过各
个领域彼此的分化和功能的相互依存、补充来实现，而不再是依赖于某种绝对政治情感的强化。
在现代社会，各种实业和商业贸易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体，不再受到政治权力、宗教信仰或任
何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而得以自己支配资源以及自我调整。
这种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经济运行模式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当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不是政府有意组织所能达到的，而是追求私利
的个人发挥才智的结果。
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必要的保障，使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行为有可靠的外部环境。
因此经济领域的活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容国家权力干涉。
尽管现代国家都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行为的限制，但是市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仍然
不容国家对其进行全盘的控制和事无巨细的干涉。
这样一来，经济的运行获得了不受政治权力所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空间。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活动者的终极目标。
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人，彼此之间不再考虑对方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交易对方的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等不再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对方能够提供何种产品，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利
润。
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经济活动，必然将实质理性的重要意义放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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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是当代价值与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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