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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就已完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性成为西方所关
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由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来的，因而与宗教神秘和神本主义相对
，它包含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而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现代性在其起始阶段就涵括了启蒙
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
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内容，从而使人走向物质化、片面化。
柏格森哲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西方走向现代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近代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之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这就为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产
生影响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之间又不相同，其所背负的传统与她所面临的问题
的差异，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吸收利用柏格森哲学的过程中，又往往不能如其所是地对待柏格森
哲学，而是按照自己的实用目的来任意地曲解柏格森哲学，从而使其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服务。
而这也就构成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是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却与此不然，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的催
逼，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涉及到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关系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等反传统主义者利用柏格森哲学强调创造进化的特点，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激烈
的反传统，并且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学习与模仿；梁漱溟等新传统主义者则抓住柏格森对西方社会现实
的批判，坚持认为以柏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生命派哲学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号，所以，不但中
国的现代性，而且世界的现代性都必将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复苏。
中西调和论者试图在二者中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建立一条即中即西、不中不西的现代性，宗白华提
出了融合说，朱光潜则主张距离说。
但三者在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柏格森哲学的过去本体论；认为现代
性只有一种形态。
    由于科学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近代中国要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必须正
确地处理好科学的问题。
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柏格森哲学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所以，以柏格森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认为中
国的现代性建构也必须以西方的科学精神扫除中国的封建迷信。
新传统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从而宣扬直觉
的重要性，而直觉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宗白华与朱光潜则认为，理性与直觉由于适用范围不同，因而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
性的过程中，必须对二者进行恰当地汲取，而柏格森哲学所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人文精神的终极指向必然是人的自由，而这正是柏格森哲学关注的重点，这也就使近代中国的思想
家在探讨实现自由之路的时候，自然地与柏格森哲学建立起联系。
反传统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看作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其看作中国自强图存的手段。
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就被忽视了，从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与自由的悖离。
新传统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反对人被当作一种手段，所以利用柏格森的意志自由
理论，突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反对以集体来压制个人。
    在这种对柏格森哲学的不同理解当中，所蕴藏的是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
但由于他们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很好地将柏格森哲学与中
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因而并不能以柏格森哲学来解
决中国建构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没落乃是历史的必然。
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格森哲学与中国从此绝缘，柏格森哲学由于其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
同时也由于中国已经处于现代的过程中，所以，柏格森哲学仍以一种非常隐蔽的形式存活于现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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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著主要选取近代中国文化上的激进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为代表，论述了近代中国是如何围绕现
代性问题引入与理解柏格森哲学的。
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命运的著作。
本书以时间、科学、自由三个问题为中心，论述了三个思想派别如何运用与改造了柏格森哲学，从而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服务。
同时突破了纯粹哲学的阈限，试图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所以本书不但考察了梁漱
溟等哲学家的思想，同样也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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