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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来自不同学科的数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用实证调查、理论思辨、文本诠释和现象分析的方法，从心理
生活（区别于肉体生活）、文化生活（区别于经济生活）和心灵生活（区别于日常生活）等角度出发
，结合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生活状况，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特征，进行了描述和解
读。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的时代是传统神圣价值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也是精神生活空间高度开放
的时代；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等同于文化消费的时代，也是人们越来越有条件过一种不受日常的物质生
活和社会生活拖累的精神生活的时代。
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存在的危机和隐患；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和满
足人们在世俗化和大众消费时代的精神需求，尤其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超越”观念的积极
作用，用作为“非神圣化的神圣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来克服内在超越传统的内在
弱点，实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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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第一节 “精神生活”的多重含义　　二、“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既区别又联系　　精神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一
种样态，区别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和其他样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存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政治生活”当作广义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话，那么人类生活就可以划分成为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三个组成部分。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三分法，也是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采用的观
点。
梁漱溟写道：“据我们看来，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
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1）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
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2）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
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3）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　　马克思、梁漱溟所作出的这三种生活之间的区分，大致对应于当代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
（Jue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所区分的三个“世界”的概念：“物质生活”对应于“客
观世界”，“社会生活”对应于“社会世界”，“精神生活”对应于“主观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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