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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特别邀请了8位有代表性的著名青年学者分别从各自思想领域表达了他们在建设新一代中国的
思想学术时所思考的部分重要问题和各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我们相信这些观点将使人感觉耳目一新，并且将促进中国思想界的独立思考。
　  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思路和思想风格也不同，但他们都试图建设一种有着明显的现代中
国特色的新思想，而且是面对着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的思想。
他们的思想所表达的现实感和原创性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独立思想的方向和道路。
　  这些学者的努力对于发展充分成熟的中国现代化思想来说也许仍然是探索性的，但达到这一点显
然已经非常不易。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虽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但一直是处于&ldquo;西学&rdquo;重压
下的思考，基本上是屈服于西方观念的思考，或者是对西方思想的盲目无力的逆反思考，即使说多少
有些创造性思想的话，也是非常有限而且是局部问题上的创见，尤其是往往缺乏现实感，远远谈不上
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的原创性。
　  《学问中国》的作者们所表达的观念不仅有着明显的原创性，而且具有与西方思想家的观念同等
的思想现代化水平，这多少意味着中国思想界正在由现代化的&ldquo;西方话语&rdquo;走向现代化
的&ldquo;中国话语&rdquo;。
　  所以，我们相信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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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著作《美学和未来美学》、《走出哲学危机》、《论可能生活》、《思想之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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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智慧复兴的中国机会＼赵汀阳一、我们在等什么二、从知识眼光到创作眼光三、结语二  市场经济
与有限政府＼刘军宁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二、公隐私开与私隐公开三、实物名分与权利自由四、聪
明的人与聪明的制度五、无限政府与治乱循环六、限政的理由与限政的方式七、选拔社会到选举社会
三  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盛洪一、经济学是什么？
二、作为科学和超越科学的经济学三、中国与经济学四、中国的过渡经济与中国的过渡经济理论五、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六、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七、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的
市场化道路的解释八、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九、争论与批评十、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吗？
四  涉及市场交换行为的三种道德立场＼汪丁丁一、解题二、&ldquo;均衡&rdquo;的涵义三、&ldquo;交
換&rdquo;的涵义四、演进道德五、结语五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苏力一、现代法治解决的是什
么问题二、凹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三、中国法治的前景六  中国进入教育世纪＼杨东平一、中国
教育发展的现状二、教育的边缘化状态三、传统教育的复活与强化四、教育的非人文化倾向五、大学
精神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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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这个世界现在似乎使我们感到特别不满，但既定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就像不能悔棋一样。
人们往往抱怨过去伟大的智慧被丢掉了（这一点多少是夸大其词的，因为那些真正有用的智慧一直都
在使用，被抛弃的恐怕是已经没有用的观念），却不去思考需要增加什么新的智慧。
我们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所以需要渐智慧。
显然，过去的&ldquo;精神家园&rdquo;是由于敌不过现代生活方式和需要才丧失的，当然也就不可能
靠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东西来拯救什么。
恰恰是从海德格尔式或现代儒家之类的过于深沉的呼声里，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和哲学已经多么软弱贫
乏和陈旧。
　  智慧不再是活生生的了。
过去的哲学和智慧属于过去的生活，对于现在的生活来说，它即使是&ldquo;家园&rdquo;，那也是不
够我们住的，即使是&ldquo;财富&rdquo;，那也是不够我们花的。
当然也有一些有着&ldquo;解构&rdquo;精神的批评家，他们很清楚传统哲学没劲了，他们要求对各种
事情进行重新解释、理解和批判，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其中有一种华而不实的气氛。
解构和后现代给予我们的可以说是&ldquo;无智慧的自由&rdquo;，而不是自由的智慧。
思想虽然好像自由了，可是智慧也没有了。
事情很显然，解构和创造必须是不分先后的同一个过程，假如没有比较充分的创造性眼光，批判的眼
光就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光把原来的道路给破坏了，那我们往哪里走呢？
只不过停留在一条被破坏的道路上，而且还是那么一条老路。
问题不在我们不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什么。
我们虽然知道总需要些什么新的东西，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们确实需要的。
　  这是一个缺乏智慧的年代。
　  没有智慧是危险的，而没有新的智慧就等于没有智慧。
很显然，人类生活的发展比思想方面的发展快得多，到今天，思想已经跟不上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发展
，已经对付不了技术和知识所提出的或造成的问题。
我们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说出各种对行动没有意义的言论。
当思想和行动不再有关，思想就成了仅仅由（by）话语产生的话语、关于（of）话语的话语和为了
（for）话语的话语。
这样的话语是没有智慧的。
　  一、我们在等什么？
　  1．奇怪的问题和无话可说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思想状况。
　  这个世纪中国一直不得不在处理一个有些特别的哲学问题，即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无疑是&ldquo;特别的&rdquo;，它本来不应该是哲学问题而应该只是一个文化交往的事情，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搞得越来越复杂，已经深深触及文化思想的灵魂，这样就很像是个哲学
问题了。
当然这个问题毕竟是个假装的哲学问题（类似的假装的哲学问题比比皆是），但为了不被这些假装的
问题所误导，确实需要对这种问题进行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能回避的文化环境。
许多人以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事情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这种基本感觉就是错误的。
西方文化涌进中国后已经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基本思想方式上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思想。
我们不仅在思考现实问题时甚至在理解解释中国自己的传统时也往往使用西方格式和思路。
现在我们说起中国文化的特点时往往就好像是西方人在说中国文化的特点，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
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
很显然，我们用来描述中国文化的格式和框架以及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中要西，而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文化的真相是什么样的一一当我们的文化已经按
照西方文化的理解方式被&ldquo;改写&rdquo;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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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我们是否还有着一种纯粹的中国文化，哪怕是纯粹的某个部分？
当然，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民俗应该说还是很中国的，不过民俗并不决定一种文化的实力，民俗是
我们在思考现实困难时必须重视的，但它毕竟不是文化的先进部分。
　  西化的&ldquo;改写&rdquo;是处处可见的，例如中国哲学也被划分为存在论、知识论、政治社会哲
学之类；社会历史被描述为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东方专制社会之类，等等，还有，把儒家思
想也当成了&ldquo;教&rdquo;（其实连佛教都很不合乎西方的宗教概念），事实上儒家思想只不过是
一种曾经代表着国家的政治一伦理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像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一
样。
假如像儒家思想这么人世的观念都算是宗教，那随便什么观念都可以算是宗教性的了。
诸如此类。
结果搞得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和缺什么、什么好什么坏。
反正有什么没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是按照西方话语来说的。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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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