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91761

10位ISBN编号：7010091765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鑫淼

页数：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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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

前言

　　随着学界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公民社会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公共精神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
个理论问题。
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理论论题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
带来的社会剧变，公共生活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及生活方式，由此所带来的对公共生活领域及事务的实践批判与人文反思。
由于公共精神涉及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对公共精神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概念
模糊、理论框架松散、学术传统缺乏的领域。
然而，这并不妨碍公共精神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课题，特别是作为分析政治现代化的理论
资源和学术范式。
　　对公共精神的讨论，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一是实然层面，这意味着在现代性的推动下，公共
领域不断被开显出来，人类的公共生活日趋活跃与丰富，大量公共事务纷至沓来，对于公共性的价值
预设、公共领域的样态描述、公共行为的制度规范等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
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个体自由自主性获得极大解放，但在
公共领域中的个体行为并没有外展而是呈内卷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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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精神是一个含义广泛而深刻的概念。
它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对它的研究是一
个带有全局性和恒常性的课题。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展对公共精神的研究，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将着力探讨公共精神生发的内在机理，揭示公共精神与现代化的种种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
特别是西方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倡立公共精神的经验教训，以启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推进当
前和谐社会构建及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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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且是人的精神性的重要体现，而人的精神的唯一特性就是自由，也即超越。
这种超越性的实现就必须要在社会的层面才是可能的。
个人主义鼓吹者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强调个人主义对个人价值、尊严的肯定。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是否只有个人主义才强调或者实现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集体主义就
一定是否定或压抑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呢？
答案是否定的。
真正的集体主义同样强调并提倡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并且，衡量个人价值实现与否的尺度在于他对社会、对集体的贡献大小。
从这个意义上，集体主义原则既可以立基于“个体一集体”同一性的哲学人类学的本体论之上，也可
以从道德哲学本体论上作出“集体优先性”的逻辑推论。
　　花费如此浓重的笔墨来探讨集体主义原则及集体主义精神，在于区分“真实的集体主义精神”与
“虚假的集体主义精神”。
“真实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本书所探讨的“公共精神”具有内在本性上的相契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
差异；而与“虚假的集体主义精神”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所谓“真实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建立在“真实的集体”的基础上，并为实现真实的集体利益、集体
价值而倡导的道德精神。
它与公共精神具有内在本性上的相契，是因为它们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
方式和新的人的交往方式而产生的人的精神样态和道德诉求；它们共享着对集体利益、集体价值进行
维护和践履的价值理念；它们所持守的集体价值的合法性都必须接受人类“公共性”的考量，也即它
们是否实现了集体内部的“正义”——集体是否保障其成员的基本人权，是否公正分配成员的权利和
义务，对共同利益是否予以平等分配，追求集体利益的行为是否侵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或个体的正当
利益等；最后，它们同时都被认为是对“公共善”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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