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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人文精神的危机等问题不断展开讨论。
您能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来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吗？
答：知识分子从来不是铁板一块，20世纪90年代发生危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而在此危机中能够
自觉反省并寻找出路的则更是这一部分人中的少数。
他们大概比较集中在人文学界，因为历史的变化要求人文学者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学术功能进行重新
调整。
当然了，在这一调整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
例如，有些国内人士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分为“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岗位意识”三
种类型，并认为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而有些国外传媒则将中国的人文学者分成“国策派”、“学院派”、“文化批判派”三大类，并认为
他们在功能上有着相互补充、同时存在的必要性。
（按照后一种分类原则，本书中所收录的早期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可算是“文化批判派
”；而近期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化哲学文章，则属于“学院派”。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炎自选集>>

内容概要

　　《新世纪学人文存：陈炎自选集》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危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而在此
危机中能够自觉反省并寻找出路的则更是这一部分人中的少数。
他们大概比较集中在人文学界，因为历史的变化要求人文学者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学术功能进行重新
调整。
当然了，在这一调整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
例如，有些国内人士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分为&ldquo;庙堂意识&rdquo;、&ldquo;广场意
识&rdquo;、&ldquo;岗位意识&rdquo;三种类型，并认为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而有些国外传媒则将中国的人文学者分成&ldquo;国策派&rdquo;、&ldquo;学院派&rdquo;、&ldquo;文
化批判派&rdquo;三大类，并认为他们在功能上有着相互补充、同时存在的必要性。
（按照后一种分类原则，《新世纪学人文存：陈炎自选集》中所收录的早期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学评
论文章，可算是&ldquo;文化批判派&rdquo;；而近期作品，尤其是一些文化哲学文章，则属于&ldquo;
学院派&rdq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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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炎，男，1957年出生于北京，现为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杂志副主编；从事美学与文化哲学的
研究工作，为中国美学学会会员、山东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
出版《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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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答《当代学术信息》和《南方文坛》记者问文化哲学编  一、儒家文化的人类学前提与社会学
背景  二、《易经》：儒道同出的哲学文本  三、儒家的“建构”与道家的“解构”  四、阴阳：中国传
统的思维结构  五、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  六、儒、墨、道、法系统　七、文化的挑战与儒学的分
期　八、“儒学热”的三重背景与三重困境文艺美学编　一、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二、再
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三、“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　四、三足鼎立的文艺学　五、西方
历史上的五大文艺思潮  六、中国当代文艺的五大思潮  七、“样板戏”与法国新古典主义剧作  八、黑
格尔、叔本华、尼采的悲剧哲学文学评论编  一、弱者的哲学  二、强力的意志  三、生存的艰难  四、
死亡的诱惑  五、初级的关怀  六、双重的性格  七、多元的手法  八、重构的经典  九、素朴的诗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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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综观李泽厚和刘晓波的美学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片面的、截然对立的思想倾向。
正如刘晓波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
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整体主体性，我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
’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
”①如果说，真理从来都具有两面性的话，那么李泽厚与刘晓波则分别只说出了其中的一面。
这倒不是笔者有意在搞中庸调和，因为美确实来源于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之间所形
成的必要的张力。
它既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割断历史的一味超前，而只发生在过去与未来相交的那一不
断变动的结合点上。
一言以蔽之，它是“积淀”基础上的“突破”。
这绝不是一种言辞华丽的诡辩。
事实上，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已从不同的角度为这一理论的形成作出
了贡献。
例如，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曾提出了“艺术即经验”的美学命题。
在他看来，“经验”的性质取决于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而与
之形成的对象化行为的结果。
在这种对象化的行为中，人一方面利用环境的因素来满足自己，从而形成二者之间有限的平衡关系；
另一方面却又基于已经满足而需要更新的主体欲望去打破原有的平衡，从而在无序状态下去寻求新型
关系的重建。
如果有机体长期满足于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状态，那么生命就会停滞，以至于萎缩；如果有机体
长期打破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平衡关系而得不到重建的话，那么生命就会出现危险，甚至死亡。
因此，人的生命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打破并反复重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中得以维系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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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知北游》）而对于40岁的我来说，真可谓是“忽”之已过，“然”之待继。
然而无论如何，能够在“不惑”之年出版这部文集，毕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其欣慰之处在于，这些论文都是在“有惑”之年完成的，因而若有什么闪失，总该是可以原谅的。
有人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批少年时代赶上全国“闹革命”、成年之
后又遇上全民“大经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板凳冷不冷，自己心里明白；至于文章空不空，那就只有让读者来评价了。
这部文集，是我从十余年来正式发表过的百余篇论文中挑选出来的。
讲什么“敝帚自珍”，那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倒不如说是“少作无悔”，没准还真能碰上一点什么
闪光的思想呢。
过去的文章，现在看来自然会觉得有些幼稚、鲁莽甚至可笑，但那随意伸展的精神触角、无法约束的
想象空间以及打家劫舍的英雄气概，却恰恰是今日之“不惑者”所欠缺的。
就像老迈年高的长者翻阅自己儿时的照片一样，尽管那些穿开裆裤的镜头不怎么雅观，但总有一点天
真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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