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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
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
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
关注和热情。
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
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
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
；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
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心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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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如同政治生活、经济形态的巨变一样，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和
变动。
本书以专题的方式集中讨论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思潮主流的转折。
其中着重分析了哲学思潮、政治思潮、伦理思潮、文学思潮在转折时期的面貌及其走向，并梳理了在
这些思潮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学术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背景下 “现代性”的不同思考理路。
同时也包括对宗教观念变化、“三农”问题的思考等内容。
可以说，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化进行全面梳理的学术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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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转换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背景，必须作许多必要的注解。
应当再次强调，这里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不是在严格的学理区别的意义，而是在基本的社会一文
化倾向的意义上运用的。
马克思主义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现代中国，一直属于激进主义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的
意识形态，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在其批判性和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之间获得平衡，并非轻
而易举的事情。
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思想逻辑上，以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为起点
；但是其现实进程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掣肘，这种力量被文学家描写为“马列主义老太
太”。
另一方面，许多激烈地改变现实的主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公开
亮出自己的旗帜，但是早已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不过此时的自由主义是采取激烈地批评传统、否定权威的态度，他们希望颠覆现存秩序、迅速实行社
会变革，包括实行典型的代议制民主政治。
因此，此时内在的政治自由主义采取的是激进主义的路径。
1980年代的社会主潮，是被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联盟推动的。
此时，保守主义整体上处于潜流或支流，但是学理上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们，对现实政治、经济
改革，完全可能采取激进主义的态度。
像现代新儒家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对大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体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这一点
并非秘密。
再加上，在多年的自我封闭之中，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一旦开放，任何外来思想
，都形成了对它的挑战。
换言之，1980年代传人的某些西方思想，在其本土也许并未进入“激进”的行列，甚至根本谈不上是
否激进的问题；但在习惯了一个声音、一种色彩、一个调门的时代，任何新的声音、新的色彩和不同
的调门，都可以被理解成或者利用为颠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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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向度◎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逻辑何为——
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佛教本觉思想论争的现代性考察◎想象
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追寻智
慧——冯契哲学心想研究  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技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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