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性的命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性的命运>>

13位ISBN编号：9787500452850

10位ISBN编号：7500452853

出版时间：2005-12

出版时间：中国社科

作者：漆思

页数：318

字数：2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性的命运>>

内容概要

　　现代性的命运，表征着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命运。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已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课题与紧迫任
务。
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抑或是吉登斯的“自反现代性”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都是针对现代性在现代化历史演进中暴露出的矛盾危机而进行的反思、批判与重
写。
这种对现代性命运的追问表明：现代性的启蒙理念及其发展模式不再充分具备着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而是充满着矛盾危机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命运已经到了当代人类必须自觉地反思批判和重写创
新的转折点。
　　本书从社会发展哲学的视野来批判和创新现代性主导理念，探析现代性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理论发
展逻辑，反思启蒙现代性乌托邦规划的理念矛盾，揭示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历史矛盾，深入洞察现代性
发展理念及其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与“全球性问题”。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理论，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现代主义的
修正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的多维视角，以新的“文明秩序建构论”作为理论框架，阐发了必
须经过现代文明洗礼而又实现内在超越的“辩证现代性”观点。
最后本书以这种观点探讨了全球化情境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抉择立场：立足“中国问题”，直面
“全球化议题”，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反思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创建和谐发展的“中国理
念”。
这对于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推动创新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
哲学，探索全球和谐发展的新文明秩序，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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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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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其次，在地理大发现过程中，使现代性在空间上得以拓展。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伽达马越过好望角，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性事件。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使近代以来人类的视野极大拓宽，第一次有了“全球性”和“世界性”的眼光，
打破了以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圈为中心的狭隘封闭状态，增进了全球性的交往与联系，开启了现代性
的“世界历史”帷幕。
这就赋予现代性的生成以广阔的时空场域，形成了一种全球性视野、整体性框架和普遍性意识；同时
表明新的现代性禀赋着开拓冒险、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意志冲动，这直接为现代人
主体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再次，在西方宗教改革中摆脱了与现时代不相吻合的旧宗教信念及禁欲主义，以适应资本主义工商
业发展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新教伦理开始形成。
伴随着宗教的“祛魅”出现了世俗化的世界图景，这就赋予现代性以新的合理性内涵。
合理化的精神气质和社会行动成了现代性的价值追求。
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与科学观念的传播，使科学、自由、理性和世俗幸福成了推动现代
性启蒙的主要因素。
到宗教改革这里，无论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模式均冲破了传统宗教蒙昧的束缚，推动了
理性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在人生信念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谋求合理性的抉择。
这就为现代性注人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新时代内涵，从此为资本主义现代
性的发展扫清了宗教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束缚，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意识便呼之欲出了。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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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性的命运表征着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命运。
本书主旨在于批判和创新现代性的精神理念，探析现代性的历史轨迹与理论逻辑，反思现代性规划的
理念矛盾及其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矛盾，深入揭示“现代性危机”和“全球性问题”的内在根源。
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扬弃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批判与现代主义的修正批判，以“文明秩序
建构论”的理论眼量阐发了内在超越的现代性革新观点。
并探讨了中国现代性问题及其抉择立场：直面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
”，反思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建鞫天下和谐发展的“中国理念”。
这为创建中国风格豹社会发展理论和探索全球和诺发展的新文明秩序，提供了前瞻性的思想力量与理
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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