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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两位作者10余年求学国外的思索结晶。
从一种观照世界的新视野即过程思维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本书对作为工业文明思想基础
的第一次启蒙(包括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局限特别是其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
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
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次启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理念，其中包括“深度自由”，“道义民主”，“厚
道科学”，“有机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
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诸多浸
透着中西智慧的别开生面的概念。
作者相信，第二次启蒙不仅可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和后现代转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擘划
，而且因其深阔的整合视野及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它注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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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治河 山东人。
1960年出生于北京。
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博士，本科和硕士就读于北大哲学系。
出国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兼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20余年来一直从事后现代哲学，过程哲学和第二次启蒙的研究工作，出版《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全球化与后现代性》，《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怀特海与中国》，《福柯》等中英文著作6
部。
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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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序言 导言 中国的后现代化呼唤第二次启蒙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二、对后现代化的呼
唤 　三、第一次启蒙的局限 　四、第二次启蒙 第一章 敬畏大地——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农业 　引言
：泰坦尼克的教训 　一、现代农业的弊端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三、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拨与超
越 　四、何谓后现代农业? 　五、建设一个后现代的“五型”新农村 第二章 百年树人——走向一种后
现代的有机教育 　一、现代教育的悲剧 　二、对现代教育弊端的哲学反思 　三、走向一种后现代的
有机教育 　四、有机教育与中国 第三章 和者生存——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尚和文化 　一、现代西
方文化中的“争斗崇拜” 　二、“尚争文化”的思维误区 　三、“尚争文化”的哲学基础 　四、走
向建设性后现代尚和文化 　五、后现代“尚和”文化的哲学基础 　六、后现代“尚和”文化的当代
意义 第四章 差异之美——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 　一、现代女权主义怎么了？
——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困惑说起 　二、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的局限 　三、走向建设性后现代女性
主义 第五章 互补并茂——走向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互补意识 　一、挑战阻碍中西对话的两大障碍——
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排他主义 　二、揭示西方中心主义风行的深层原因 　三、倡导对话 　四
、欣赏差异 　五、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性 　六、彼此互补，相互丰富 　七、互补并茂：
第二次启蒙的理论诉求 第六章 仁者爱人——建设性的后现代人权观 　一、人权是一个过程 　二、现
代人权观的局限何在? 　三、后现代的人权概念 　四、几点思考 第七章 道义民主——一种建设性的后
现代民主概念 　一、西方现代民主的局限 　二、走向后现代的“道义民主” 　三、几点评论 第八章 
厚道科学——走向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 　一、现代科学的风光 　二、科学玫瑰红的褪色 
　三、现代科学的局限 　四、走向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 　五、别一种科学是可能的——
后现代科学对我们的启示 第九章 深度自由——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自由观 　一、解构现代自由概念 
　二、揭示自由概念的复杂性 　三、将义务观念引入自由 　四、肯定自由的创造性维度 　五、强调
自由的生态向度 第十章 化成天下——走向后现代的“有情法” 　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法的挑战 　
二、解构现代法律的哲学基础 　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有情法 第十一章 为富须仁——建设性后现
代的商业哲学 　一、现代商业的“破产” 　二、现代商业的弊端 　三、走向一种后现代商业哲学 　
四、后现代商业践履 　五、发展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商道 第十二章 活出生命——走向后现代的绿色
生活方式 　一、对消费主义说“不” 　二、拒绝占有式的个人主义 　三、不向齐一化臣服 　四、开
放的存在 　五、踏实的存在 　六、诗意的存在——一种后现代的浪漫 　七、创意的存在 　八、别一
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附录一 华山并非一条道：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迪——王治
河博士访谈录 附录二 呼唤中国传统美学的尚清意识——访美学博士樊美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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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自由是启蒙运动所高扬的另一面大旗。
“人是生而自由的。
”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这句名言在反抗封建专制对人的无所不在的压迫方面，起到了一种振聋发
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
但启蒙思想家所高扬的自由概念也有它的局限性。
不幸的是，这些局限长期以来被对自由的高分贝的颂歌所淹没。
它似乎成了一个禁区，仿佛谁要反思自由谁就是试图反对自由。
其实后现代思想家对自由局限的揭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自由，一如医生诊病并非是为了害人，而
是为了救人一样。
在后现代思想家眼中，现代自由概念主要有下列三点局限：首先，它主要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从个
人权利的角度来界定自由的，强调的是自由的个体维度。
自由被视作是摆脱他人的自由。
这种自由观是建立在对他人、对关系的排斥基础之上的，不自由主要是来自社会和他人对我们的限制
。
其次，启蒙的自由概念往往被现代思想家等同于“绝对自由”或者“抽象的自由”，忘记了自由永远
是处于限制之中的。
最后，现代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将自由理解为“思想的自由”，似乎只涉及思想精英对他们同时代人
进行启蒙。
当人们思考自由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之局限于上层建筑，特别是局限于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宗教
信仰自由。
概而言之，第一次启蒙对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对自由的理解总体上是抽象的
，单向度的，片面的。
7.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民主，既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诉求，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动人心魄的理想，民主曾经激励无数西方男女奋不顾身地向专制和压迫发动攻击。
它被许多人奉为西方文明的骄傲与圭臬。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二次启蒙>>

编辑推荐

《第二次启蒙》：追慕前贤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境界，潜心学问的同时，二位作者和他们的团队
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生态文明的研究与传播，已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
省委，苏州市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工程研究院等国内多家单位在世界范围合作举办
了40余个有关生态文明，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改革，第二次启蒙和生态农业方面的国
际会议，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奥地利电台》，《洛杉矶时报》，《温哥华太阳报》，《国际日报》，《星岛日报》和《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哲学动态》，《科学时报》，《新京报》等多家中外媒体对之进行了报道。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二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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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