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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
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
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
新成果。
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
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
的兴趣。
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
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
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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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并不止于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这种思辨超越：只要辩证法如此这般地局限
于思辨唯心主义，那么在这里出现的与其说是主观思想的真正瓦解，毋宁说倒是它的最终完成——以
绝对形式实现自身的思想只是在表面上获得了现实性的外观。
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决定性超越就通过下述命题被道说出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
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只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才有可能从一切形式的主观思想中解放出来，并且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并深入
到经由马克思的划时代批判才开始显现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
    依循于上述的那些基本观点，我们试图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问题作出较为深入——并且能够日
益深入的——理论探讨。
经过甄选的各篇论文被安排在以下四个彼此相关、并体现我们基本观点的主题之下：（1）现代性的
基本理论；（2）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社会理论；（3）现代性与社会理论的当代视域；（4）现代性与
社会理论的实践探讨。
从总体上看，文集目前只是一个力图在理论上获得进一步展开和深入的初步尝试，但就这种尝试的目
标以及由此而被提示出来的任务而言，它理应被看做是非常有意义的和富于成果的。
如果说，这样一项理论任务毕竟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本质相关，那么我们确实就有充分的信心指望
它不断增益的积极开展，指望它在思想犁过的大地上繁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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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性逻辑预设——关于三种路径的探讨　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是现代性的基础性叙述，它是现代性
核心价值观念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思想规定，也是哲学及各门综合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
点。
它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人们去认知现代性时，有着不同的意识层次，如直观、感觉或情感等，唯有以思想、范畴进行反思
现代性时，它表达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
因此，现代性逻辑预设又是意义同质化的哲学反思命题，它通过对历史时间与空间的还原，将杂多的
人类实践行为特殊样式以抽象思辨的哲学范畴排序及逻辑编目，深刻地反映着现代性历史生成与发展
的辩证同一体的本质，同时又深层次地揭示了人类生存进化的现状和缺憾（异化、祛魅、破碎及病态
等）。
对现代性逻辑预设进行发生认识论考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性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把问题放在历史中去透视，
放在生成和起源中去追问，这是走出形式理性主义认识困境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客
观准确地把握现代性产生的历史逻辑根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现代性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性状作出
科学的判断，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和发展性状作出科学的判断，为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勾连、近代区洲工业革命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影
响、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的价值值内核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侵蚀等三种路径的探讨，旨在提出一
种有助于理解现代性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历史间距的参考文本。
一、历史时间意识、历史整体性观念、历史进步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勾
连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尽管现代性的概念几乎是自动地联
系着世俗主义，其主要的构成要素却只是对不可重复性时间的一种感觉，这个构成要素同犹太一基督
教末世论历史观所隐含的那种宗教世界观绝非不能相容。
唯其如此，现代性的概念在异教的古代世界中显然不存在，它产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纪。
”为什么现代性逻辑预设发端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有三个方面值得关
注。
（一）基督教神学为现代性早期逻辑预设的产生提供了三条重要原理基督教神学为现代性早期逻辑预
设的产生提供了三条重要原理：（1）发现人性最初的共同原理。
维科指出：“我们放弃了从罗马的任何东西那里发现人性最初的共同原理的任何希望，而就世界的这
个伟大时代而言，这些原理起源相当晚近，我们也对从希腊人的虚骄，埃及人的遗迹，如他们的金字
塔，甚至从东方的全部隐晦的东西中全部发现这些原理，不抱有任何希望，那么，就让我们到圣史的
原理中去寻找它们　吧。
”维科所要寻找的原理，正是基督教神学在扬弃希腊一罗马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所表明的
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即人的行动并不是根据智慧所预想的目标而设计出来的，它完全是被直接
而又盲目的欲望（在背后）所推动。
这一重要原理启示了近代的康德，使他把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的发展理解为人性之中的“
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
可以说，现代文明正是理性战胜欲望这一具有原因论性质的迷思澄明及其展示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
正是“恶的历史驱动”的精神现象学的解读。
（2）心灵产生事物的模式及其意象的原理。
基督教神学是对古希腊一罗马的“自然发生论宇宙观”的思辨形式的转换与提升——“心灵发生论宇
宙观”，而这一点对于西方近现代思维方式和知识论反思的路向影响不可低估。
中世纪的神学不能完全地被理解为人与神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人学，是与人类
的进化难以分离的一种精神的历史遗存物的显现。
对于西方人来说，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过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过渡期，模仿上帝（有不同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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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至少可以使人在精神素质上保持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样能够衰减由于历史转折的震荡而带来
的不同阶层之间精神的疏远幅度。
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特别重视未来的新宗教问题的研究。
（3）真理与自由相悖的原理。
尼采曾认为，虚无主义的主要成分是价值的颠倒、禁欲主义和对生活的否定。
作为虚无主义的启蒙（赫勒语）——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借用一套新的话语系统颠倒了前现代社会格局
的价值等级，如将“好人是高贵的人，坏人则与奴隶相联系”的观念改变为“最卑微的生物最为上帝
所爱”的理念，为摧毁古罗马的秩序作出了贡献。
应当说，这是现代性较早的一次通过内在否定的精神品格而彰显其生命活力的证明。
最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产生了现代性的所有悖论——真理和自由的悖论。
真理（超越世俗的崇高目的论）的普遍性和自由（世俗原欲的驱动）的差异性对本质性思考来说不能
不是一个悖论。
倘若上帝能创造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但他不能促成或决定他们只做正确的事情。
对至高无上的普遍价值的规定与信仰，本身就是对世俗生活差异性的消解，然而，失去差异性与普遍
性的相互对立和否定，普遍性也就成为虚无。
无论是康德还是尼采，他们的哲学困惑其实质都在于此。
（二）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为现代性提供了认知自身逻辑发生与发展的可能卡林内斯库在考察现代
性概念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
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现代性概念之所以与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相关联，是因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大尺度的精神反
思及量度的产物，现代性体现了一个完整时代特征所内含的历史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相互叠加、交错
运动的实质性内容，反思中的现代性，乃是精神把历史的特定内容输入到特定的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坐
标中，并且通过历史逻辑的内在环节加以整理和连接，在诸多的共相中寻求历史的普遍性原则和特殊
性原则，从而构成现代性逻辑预设的范畴群体以及特殊历史形式的综合判断。
中世纪与它之前的古代社会比，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变化：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
早期历史学家在理解时间观念中的历史事件时，往往更相信循环时间的历史过程的自然法则，既然自
然按四季白昼循环往复变化，那么人世间一切事件或人物或诸神，都是循环时间的表现形式，再次降
生或再次死亡理所当然。
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所理解的历史事件，不再是纯客体变迁的自然法则演绎的结果，而是与人的
价值、信念直接同构的主体道德实践的显现。
人与神的故事实际上不过是基督教否定循环时间而赞成一种线性不可逆时间的结果，上帝作为历史的
轴心，这种线性不可逆时间导向永恒性。
上帝是永恒的，希腊诸神只是不朽的；上帝处在时间之外，但上帝通过历史时间来工作。
在现代性的框架里，要承认文明是历史上规定了方向的东西，必须在时间上看出它的活动原理和定向
标。
任何属人的时间概念都应当包括着历史上和逻辑上与之相应的社会空间概念。
黑格尔认为，历史时间是同质的连续体。
历史是时间的等同物，因为整体的一切成分彼此同时，处于同一个“现在”。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希腊一罗马的历史观念，历史主体的抽象还不擅长将“自然时间”转换为“历
史时间”，历史资料在形式化过程中缺乏整齐划一的目的因整合，因此，历史的读本只能是杂乱无章
的偶然事件的堆积符号；而中世纪的历史观念，在基督精神的营造和整合下，历史事件由基督的诞生
而向前和向后被记录并被评价，神的计划被赋予历史时间的量度而加以诠释和证明，它使人类有了开
启“历史时代”的可能。
自然主义历史观逐渐为神本主义的历史观所取代，“世界乃是自然”的观念不断为“世界乃是历史”
的观念所覆盖。
当然，此处的历史观念，有着浓厚的宗教神学和超验的光环，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解读的历史范畴
的科学内涵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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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整体性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的萌发，为以主观性的统治为特征的现代性注入了一种特有的
思维方式和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其思维方式的特征为：历史必须设定一个主体，即把整个现实
创造出来的“创造主体”，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不仅构成了作为客体的世界可以被把握为一个统一的
整体，而且连主体在内都可以被理解为统一的主体一客体，即统一的历史过程。
现代性首先是它的“历史整体性”，从“世界历史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观念”；从“文明中心论
”到“全球化意识”等，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用“边缘化”、“多元化”和“非中心论”来解构历史整
体性观念。
实际上，在理论形态中我们可以批判它，但在生活世界里至少目前还不能消解它，因为它是传统，地
球上还有相当多的人其实践行为和利益关系与之不能割舍。
英国学者阿尔布劳转借科林伍德的观点指出：“历史分期观念的提出归功于早期基督徒们。
他们不得不把历史看做这样的历史：它具有普世性，按照上帝的意志运动，以一件神学事件（即耶稣
基督的降临）作划分，然后再以一些划时代的事件做进一步划分。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现代时代做的是什么。
”笔者以为，希腊一罗马的普世历史并不是普遍的历史，因为它有一种特殊主义的重心：希腊、罗马
的地域性似乎是历史旋转的中心；而中世纪根据基督教神学原理所构造的历史，理应是一部普遍的历
史，一部世界通史，在这里基督精神已不是地域性的历史旋转中心，而是具有无限精神张力和宇宙始
基论意义上的“逻格斯”存在。
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历史偶发性的重大事件给予总体性的精神整合成为可能，所有历史事件的记录都
要以基督诞生为中心的模式而结晶。
阿尔布劳指出：“普世性的历史有赖于创造一个统一的人类交往场地，以之提供单一的事件框架，创
造出单一的世界。
这就是现代规划，普世性的历史是它的记录、它的伴随物和它的成就。
”撇开浓厚的神学光环，从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之链来看，这种历史整体性观念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总体
性辩证法哲学思想不无渊源关系。
确认历史发展是进步的观念，是现代性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
进步，作为历史时间之产物的真理，它是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
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奇指出，进步观念永远是一种新型历史的主题，即人类精神进步史的主题。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进步观念的认识达到了一种道德哲学状态。
进步不再是可感的、现实历史画面的显现，而是精神运作的结果。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应被视为异族战争的结果，而是一种新时代精
神（基督教）对已逝精神（罗马神话）的唾弃，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其意义在于：人类通过由肉体生活（恶）向精神生活（善）的转换，实现了道德的提升和历史的进步
。
从世俗之城走向上帝之城，是道德的上升运动。
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就是寻求进步。
显然，神学的进步观是荒谬的，但从道德目标来关注历史进步的内涵，给后人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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