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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
然要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
一种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
人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
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
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
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开的
。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
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
化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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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详细辨析认同概念的多重含义，厘清认同的哲学根源与社会基础，
并针对现实提出认同建构的意义创造模式，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中消费如何成为建构认同及形成消费者
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同时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为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认同、审视
中国的消费现实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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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庆，2007年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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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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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同及其哲学根源与社会基础　　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应在英文文献中通常使用
的Identity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因此学者们在将它翻译为中文时就有了“同一性”、“身份”、“
认同”等不同的译法，这正是对应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含义。
我们只有先探讨Identity在不同语境中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这个
概念的丰富内涵。
　　一　同一性：认同的哲学根源　　Identitv的本意“同一性”源自拉丁词Identita，它描述和界定了
存在自身的两个特性：其一是Semperidem，即同(the same)，它不为时间的流变性所改变；另一个特性
是Semperunum即一(the one)，它不为空间的多重性所改变(Fumaroli，1999)。
一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主题，经常与运动和静止、一与多等范畴的讨论同时出现。
据称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的泰勒斯(Thales)说“水是一切的始基”时，就开始了追溯万物本原的哲学思
考，即在不同存在差异中的同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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