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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文化成就及文化潮流的总结，分人物、论争、书籍、潮流四个版块。
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及精英。
本书内容深厚丰富，兼具工具书、史料及文化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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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是否应有世俗诉求？
　“二王二张”之争：躲避崇高还是以笔为旗？
　“二余”之争：主动忏悔应从何人开始？
　“长江读书奖”风波：公权面前，知识分子何为？
　国学热：传统文化何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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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河》：写民族的心灵史　《丑陋的中国人》：给国人下剂猛药　《拯救与逍遥》：是超脱还是救
赎　《顾准文集》：在黑夜中发出思想的光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的人认识陈寅恪　《
动物凶猛》：撬开时代的锁　《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大多数人的尊严　《潜规则》：把新史学带回
故土【潮流】　文化大散文：一种文体的潮起潮落　现代舞：暗合中国传统哲学的“舶来品”　文化
遗产：信念与现实交织，希望与忧虑同怀　行为艺术：身体行动颠覆固有观念　DV：在技术革新中
进行时代记录　动漫：虚拟世界的快意　中文维基百科：人人可编辑的书　卡拉OK：庶民的集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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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
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
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
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ldquo;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rdquo;之类
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ldquo;课题&rdquo;、&ldquo;项目&rdquo;、&ldquo;创新工程&rdquo;，乃至
建立&ldquo;基地&rdquo;。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
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
1981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ldquo;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rdquo;的论文，1986年，北京大
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ldquo;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rdquo;，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
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
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
直到90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
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
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
李泽厚80年代的思路&ldquo;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rdquo;，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
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
革命之分。
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
他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ldquo;疼
痛感&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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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从未怀疑过，海子的诗歌无论从诗歌面貌上还是从诗歌精神上绝非&ldquo;青春写作&rdquo;所
能盖棺定论的。
现在，距离海子辞世已整整20年了。
我可以负责地说，海子的诗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文学类型。
海子更看重他的长诗，把他的那些抒情短诗看成是长诗写作间歇的小品。
这一点，我和他不同，我的看法是，海子的长诗其实反倒是他的短涛的碎片。
　　&mdash;&mdash;臧棣《诗歌&middot;海子：一个巨大的诗歌文化熔炉》　　像我这样的人，讨论
公共话题，抨击这个，批评那个，总得顶盔带甲才行，照照镜子，感觉像个武士了，才踏实，虽然知
道自己其实就是个堂&middot;吉坷德，无非是拿着扎枪跟风车作战。
可韩寒不是这样，他只是顺便捡起一块石头，顺势对风车扔过去，其实并不在意将风车怎样了，只是
石头扔过去，碰巧碎片溅进轴承，还真叫这风车难受上好一阵子。
　　&mdash;&mdash;张鸣《思想者&middot;韩寒：抵抗体制的新生代寨主》　　思想总是以一种吊诡
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孔孟如果看到明清皇帝一边尊孔一边大兴文字狱，不知要如何痛心疾首。
马恩如果看到斯大林一边尊马列一边搞屠杀，不知要如何目瞪口呆。
因而，这个时代　　需要的，不但是浓重的历史感，而且是哲人的审慎。
　　&mdash;&mdash;陈壁生《国学热：传统文化何以复兴？
》　　我也经常改同学何的论文，这一代啊，在网络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他们再不用推敲文字，通
篇都是拾人牙慧。
我觉得好可惜，这样下来，他们如何能够理解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谈到的汉语的韵律和诗意，又
如何赢得&ldquo;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rdquo;这种思维的乐趣？
　　&mdash;&mdash;艾晓明《小说&middot;王小波：一代人的精神标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78-2009中国文化地图>>

编辑推荐

　　这张&ldquo;文化地图&rdquo;分四个部分，分别以&ldquo;人物&rdquo;对应三十年来的最有影响力
的人物，以&ldquo;潮流&rdquo;对应三十年来的文化潮流现象，以&ldquo;论争&rdquo;对应三十年来文
化界发生的诸多争论，以&ldquo;图书&rdquo;对应三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十种图书。
书中内容深厚丰富，兼具工具书、史料及文化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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