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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代精神为研究对象，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时代精神问题进行了讨沦：在历史语境中，作为启蒙
话语的意义及共变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基本意涵；在当代语境中，作
为现实政治话语的学术理解。
《时代精神：历史解读与当代阐释》试图通过上述讨论，使当下政治话语背景中时代精神概念获得一
种具有历史厚度和哲学深度的学理支撑。
并为实践领域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建构确立较为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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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面对变动不居的自然，中国古代哲学探求的是时间领域内“生生易化”的规律性。
五德循环、阴阳交替，王朝更迭要依此天道，所以“新王必改制”。
西汉的董仲舒更提出“三统”、“三正”说。
所谓“三统”就是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次序依次进行的。
夏王朝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周王朝是赤统。
所谓“三正”，就是新的朝代建立要“改正溯、易服色”，以应天道。
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既然历史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么对现实的状况也就不会有通过未来改善
的心理期望。
因此，祖述尧舜、借古讽今便是表达对现实不满和企图改变现状的唯一选择。
孔子正是有感于“礼乐崩坏”的时代，以传说中的“大同”、“小康”来比照当下之现实的。
通过“礼乐教化”和“移风易俗”恢复上古“三代”理想，则是历代王朝的追求。
而古希腊人所追寻的，是这种自然变化背后不动的本质，即跨越时间领域的“共相”，所以有“存在
”、“逻格斯”。
正是这种对生灭无常，本质永存的信念，使柏拉图坚信在感官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
，存在高于变化，变化的只是现象，不变的才是本质。
在此，没有现代人所谓的“进步”观念，因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遵循同样的“逻格斯”。
与永恒的本质世界相比，生灭循环的现象世界是暂时的，而永恒的意义在于——时间没有起点，没有
终点也没有方向。
所以亚里斯多德把“思辨的生活”当作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因为人只有在思辨之中才能达致生命与
“逻格斯”的统一，只有在思辨中才能以有限达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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