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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商务系列丛书总序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其中一个重要取向，是不断用人类新的知识，更新国人旧的头脑。
在上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通过对工业文明智慧渊源及思想果实的系统引进，为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在下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必将通过对信息文明智慧渊源及思
想果实的系统挖掘，为推动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再次提供智力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商务，既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未来。
我们推出这套“新商务”系列丛书的目的，就是继承商务印书馆的启蒙传统，抓住工业文明向信息文
明转型的历史机遇，用下一代经济的先进理念，进行新商务启蒙，为迎接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文明浪
潮，提供值得追随的智慧。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就预言人类将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制造，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有力推动了这一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是继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之后，人类发展方式又一次深刻的历史转变。
从此，人依靠机器生产转变为机器围绕人生产成为可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
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人类上一次生产方式转变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包括欧美梦幻般的崛起，人们有
目共睹；而对这一次意义更为深远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包括中国将对人类做出何种贡献，人们没有理
由熟视无睹。
“新商务”系列丛书建立在对“下一代经济”核心理念的发现力之上，通过追踪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
渊源、现实进展以及未来走向，从中发现新的经典，发现新的规则，发现新的方法。
为此，丛书开辟“发现经典”、“发现规则”、“发现方法”三个子系列。
“发现经典”系列，主要定位于从世界范围信息革命中发现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
通过系统翻译和重新发现世界知名学者的新经济思想和经典著作，为人们探索下一代经济的元逻辑，
提供思考线索。
“发现规则”系列，主要定位于从中国信息革命的实践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游戏规则。
通过汇集中国学者对新商务实践的总结，为提炼新商务规则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发现方法”系列，定位于指导新商务实践。
侧重对国内外新商务概念的归纳、对前沿商业模式及其本地化的阐释，以期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
环与可持续发展。
与工业革命“新商务”思想成果的引进不同，除了具有共同特点外，“新商务”系列丛书具有一些特
殊性，一是信息革命正在发生，有待成熟，经典、规则与方法都是相对的，在探索中难免失误，恳请
读者以批判态度、宽容心态对待；二是中国与世界同步走上信息高速公路，相对以往，中国学者有了
更多产生原创发现的机会和条件，我们将以开放心态力推新人，也希望读者与我们共同前行、共同提
高。
春江水暖，先下水者当作先知；继往开来，新商务中敢为人先。
让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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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今天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岔路口——可以选择文明路径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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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艺术与审美的关系
13.1.1.艺术与审美活动中的自我
13.1.1.自我之镜的观照方式
13.1.2.生活世界的中介化
13.1.3.审美现代性：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
13.1.2.艺术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分别
13.1.1.1.艺术与现代性的关系
13.1.1.2.艺术中介的理性化
13.1.1.3.艺术主体的理性化
13.2艺术中的自我：从现代到后现代
13.2.1.艺术中的进步话语
13.2.1.1.艺术的黄金时代
13.2.1.1.1.作为前现代反抗者的乐观现代性意识
13.2.1.1.2.最为光彩焕发时刻的艺术
13.2.1.1.3.不发达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意识
13.2.1.1.4.中心与外围反差中的现代性意识
13.2.1.2.唯美的形式主义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册）>>

13.2.2.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
13.2.2.1.以艺术形式反对启蒙理性
13.2.2.1.1.瓶子与酒的错位
13.2.2.1.2.唯美主义在形式与审美态度上的矛盾
13.2.2.2.文学中对进步话语的批判意识
13.2.2.3.“晚期风格”与理性的低潮
13.2.2.4.把解构形式作为艺术
13.2.3.有形式与无形式的后现代
13.2.4.艺术的终结：自我与存在方式的统一
13.2.5.东方审美趣味
13.3 美是直接的
13.3.1.“回到边沁”
13.3.2.从迂回之美到直接之美
13.3.2.1.迂回之美
13.3.2.2.直接之美
13.3.2.3.互联网时代的美
13.3.3.过渡策略：中心与外围共存
13.3.3.1.繁荣网络文化
13.3.3.2.如何看待网络文化的“低俗”
第十四章 回到未来：网络文化的话语标准
14.1重建认同的意义结构
14.2以体验方式认同
14.2.1.体验中“回忆”的特指
14.2.2.以接受者为中心的体验
14.2.2.1.以“快乐”为纲的体验哲学
14.2.2.2.体验的三种实现方式
14.2.3.日常化的高峰体验：狂欢
14.3文化认同的尺度
14.3.1.研究对象
14.3.2.网络文化的客体规则
14.3.2.1.服从与自我：话语的支配权与使用权
14.3.2.2.话语权的开放与分享
14.3.2.3.认同的权力分析：体验、服务、创造
14.3.3.网络文化的主体规则
14.3.3.1.对等式责任的建立
14.3.3.2.责任话语的权力分析：基于体验的自适
14.3.4.认同方式：从中介到复归
14.3.4.1.体验转向的形式特征：图像转向
14.3.4.2.体验认同：焦虑与回家的心理意义
结语 新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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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6.3.2分享的权利 现代文明条件下，经济权利不是从劳动权，而是从财产权开始的。
但财产权并不像洛克所说，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由委托权利产生的代理权利。
从学理上说，委托权利是不可转让的，而财产权这样的代理权是可以转让的。
分享是一种委托人具有的天然权利，当然前提是分享具有共同消费性的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利并不是政府赋予的，因此也是不能以行政手段剥夺的。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布坎南认为，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和保证。
看出“是自由而不是效率，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布坎南解释，人们要求财产所有权，为的是获得保有处置资源的自由。
但在新文明的条件下，如果所处置的资源具有外部性和网络效应，使用而不拥有，就成为更加自由的
选择。
例如在云计算的情况下，支配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并不是“获得保有处置资源的自由”的最佳方
式；以近于租赁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所付出的代价更低。
 这就暴露出作为代理权的财产所有权的局限。
代理的前提是契约。
契约已经把权利对象化了，已不再是不可转让的权利的事情，而是由不可转让的权利——主体的权利
——委托给代理人处理对象化财富的权利。
这一过程并不能绝对保证主客体的一致性。
 布坎南的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先验地假定了原子论的状态作为自由的初始状态。
这既不是前现代的事实，也不是后现代的事实。
新文明论认为自由的初始状态（天然状态）在契约出现之前，人处在非原子论的委托人状态（在前现
代是委托人代理人不分，在后现代是代理人复归委托人的状态），也就是自然权利状态。
人并没有通过财产所有权这种代理权利，以圈占资源的方式，获得保有（排他性地）处置资源的自由
。
在初始状态，不圈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在资源占用上发生（具有制度意义的）交集；在新文
明中，是因为网络资源可以非排他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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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明论概略(套装上下册)》编辑推荐：第一部系统、全面并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当下文明转型的
理论著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文明存在方式的转变，新文明不仅意味着技术层面、产业层面、
媒体层面的一般性变化，而且意味着文明基本范式的转移，意味着启蒙理性导向的物化世界，向生命
意义导向的生活世界的转变。
以基本价值范式的转变为契机，文明发生着中心与外围位置的偏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复兴恰好与这一过程相合，欧美不再是世界绝对的中心，不再具有普世价
值的独家解释权。
这好比文明论中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
新文明论是对这一历史转变的解释，也是这种对历史转变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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