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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
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
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
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
只能是“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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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五）“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
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无理论：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从美国教育的
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学术专论重考商鞅变法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学术综述
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海外专论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面对亚
现代的新约福音论坛：“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编者按语对哈耶克的一
种个殊化研究浅说邓正来二书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重视哈耶克自由的难题：从生命存在到社会存在从邓
正来的为学想到三个“不等于“哈耶克问题”到底是什么?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理对发育公民社会的意
义哈耶克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意义计划与无知作为一种学术典范的邓氏翻译一研究自然乃功成——
邓正来先生的哈耶克研究能不能从理性的有限推论出正当的自由?理性设计·自发秩序·中国问题哈耶
克的真问题，什么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探究内生秩序哈耶克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如何研读思
想人物邓氏“哈耶克研究”中的两条线及其启示消极自由：限度与悖论书评思考历史远未终结社会主
义进行时——读《社会主义转型》厚薄之间的“理想图景”——简析邓正来“理想图景”建构中的两
种理论取向“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序批判的传播理论
：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学者诗思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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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上所述，进行通识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少而精。
在这些大学里，我们确实需要向美国的好大学学习，给学生更多依兴趣选课的自由，而不是让学生局
限于过多的专业课，并在每个专业课上还是手把手地教学生。
有人常批评中国自然科学专业课教育太压抑创造性，制造出来许多工匠，却没有大师。
虽然我自己本科学的是物理，但是我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个定见。
像我提到的，我确实觉得我们综合性大学传统上专业课过重，影响了学生的视野。
并且，大学里应该逐渐地向学生自己解决问题过渡。
但是，像“中国怎么还没有大师”这种问题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大学教育占多大比重我
很难判断。
另外，像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的，很吊诡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恰恰来自大学里不鼓励
学生独立解决前沿问题而是给他们一套规范训练②。
当然，也许中国的自然科学教育太强调特殊技能，没能给予学生对整个学科规范的宏观掌握。
这里有很多困难、深刻、但又很重要的具体细节的问题，需要关心教育的人仔细研究，而不是被“中
国还没有大师”的深深遗憾迷惑了去“乱砍乱杀”。
　　回到通识教育的问题。
我认为，尤其是由于中国高中文理分科，在大学里，文科的学生就更应该学些理科的东西，理科的（
和文科的）学生也应该学些经典的东西。
文科的学生，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可能对学些理科的东西深有拒斥。
“我们是文学、艺术青年，为什么要学科学、逻辑？
”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学生选文科是因为数理化不够好的事实，他们自称的“诗意”或“艺术性”
也许只不过是缺乏逻辑、理性的好听的说法。
在一些年轻学子间诸如“诗化”哲学的泛滥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中有些人脑子糊涂。
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乍看起来可能挺艺术的。
严肃地讲，如果一个人是在有清晰思维的基础上又能够“玄而又玄”，这种“玄”不才是真正的“玄
”吗？
并且，觉得基础科学与艺术对立是一种流行的，但是极端浅薄的看法。
这种看法的流行的部分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文理科的分野和我们大学综合教育的失败使得搞文艺的缺
乏对科学的体会。
一个真正学过科学的人是常常能体验到科学之美，以及渺小的人面对茫茫宇宙的一种神秘的宗教情怀
。
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就表达过物理学研究让他有的深刻的宗教感和对宇宙与理性本身神秘的惊叹③。
那么。
文科学生应该学什么样的科学课程呢？
这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真正地学一套自然科学体系（数学、逻辑、物理，等等），而不是学一些
往往流于浅薄的“科学与艺术”、“我们的宇宙”之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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