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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建教授的《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一书终于要出版了，我作为他
当年的博士生导师，和他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中不乏这方面的研究者。
但在这种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障碍则是局限于主观思想的“反思哲学”。
黑格尔曾指出，“反思哲学”本质上乃是抽象的外部反思，它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知
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有可能停顿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
所以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的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
正因为如此，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
本质的病态表现。
在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中，黑格尔要求使思想完全进入到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
这就意味着，思想必得深入于作为事物之实质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
此处应该指明的是，所谓“合理的现实”，并非我们经常见到的某种现成的事物，或实际经历过的各
种事件，而是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现实性仅仅属于那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在
必然性未被真正揭示和领会的地方，现实本身是不可能同我们照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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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体说来，此书禀有如下特色：    （1）在研究方法上，此书采用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
解读的研究方法诠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史。
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采用，是因为历史本身具有“现实性”与“可能性”两种存在形式。
在这里，历史的过去显现为“在多种可能性中实现的一种”的全景，而且，历史的价值更眷顾现在与
未来，因为后者乃是正在发生与将要发生的历史。
本书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历史活动的意义是在“先前历史”的影响下，实现“后来历史”的筹划与追
求。
    （2）在内容阐释上，此书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来揭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递嬗演变。
中国近代的现代性价值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吸纳西方文化价值，它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取
其所需；而西方式的现代性价值被中华民族引进后，也不是按其原来的轨道演化，却是与本土文化相
结合，产生出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价值。
因此，所谓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不断被分岔点间隔开，并
一再为休止期和灾变期所打断的过程。
它的构型是累积性、跳跃性和分叉性的，而非单纯线性和渐进性的。
高峰、深谷、跃前、退后、盘曲、发散、畸形、特化、停滞、迁变等等，都是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情状
。
    （3）在人文启迪上，此书试图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性实践，来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家在
独特的问题领域中的思考努力，发掘出它们对我们今天的实践，甚至对人类发展所具有的文化启迪意
义。
因此在某种视角上，此书关注的不是纯粹过往的“历史”，而是历史中含纳的真理性价值。
这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
；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
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
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讲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
”    当然，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还
将长期处于不同见解的争论之中，而这种争论不过是社会现实内在冲突的理论表现。
此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脚点，从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来探讨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
，得出对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有启迪意义的见解，可谓有新意之作。
如果它能够给读者带来更深入的思考，作者的数年之劳就算没有白费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

作者简介

胡建，男，浙江温州人。
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
1998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浙江省委党校。
主要从事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的教学与研究。
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50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

书籍目录

序序二序言引言  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界第一章  
中西启蒙价值观在源头上的差异  第一节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西方的启蒙
自由观与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一、中西启蒙“自由观”问世的历史境遇剖析    二、西方启蒙“
自由观”及其历史逻辑走向    三、中国启蒙“自由观”及其历史逻辑走向  第二节  中西启蒙“民主观
”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范本    一、中西启
蒙“民主观”滥觞的历史逻辑根据    二、西方启蒙“民主观”的源头价值    三、中国启蒙“民主观”
的源头价值  第三节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
欲之辨”为范本    一、中西启蒙“平等观”突显的历史逻辑根据    二、西方启蒙“平等观”的源头价
值    三、中国启蒙“平等观”‘的源头价值第二章    “变器”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孕育期  第一节  近
代史开端处的现代性价值——龚自珍经世思想中的“自由”意蕴    一、对“不许自由”的封建专制制
度的批判    二、对“自由”知识分子参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  第二节  从“文化中国”向“主权
中国”视角转换的理性端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近代意蕴    一、魏源时代的“世界历
史”大背景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意蕴剖析    三、魏源思趣的历史地位评价  第三节  古典
式农民战争中的近代意蕴——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之剖析    一、古典农民战争的一般价值取向及其思想
根基    二、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中的近代意蕴    三、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未能在质底上摆脱传统农民思
维  ⋯⋯第三章  “变政”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奠基时期第四章  “变教”时期：现代性价值的曲折深化
时期第五章  现代性价值主流的转向：折入社会主义第八章  历史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上）——国际篇
第九章  历史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下）——国内篇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西启蒙价值观在源头上的差异　　在一般的意义上，历史存在共性，其根据在于人类
特有的二重性生存境遇与“对象化”活动方式。
动物只生存于由自然规定的“实然”状态中，它们与自然界浑然一体；因此，动物只是自然界的“对
象性”的存在物——它们依赖自然为生，只会本能地适应自然。
人则不同，“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
机条件之中”。
这就是说，在客观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靠外部世界而存活，因此他与自然界中的任何
事物一样，都是受动的“对象性”存在物。
但在主观上，人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的生存具有超越性，人能够通过人所特有的“对
象化”活动方式把自己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
马克思指出，所谓“对象化”活动，即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他在以某一外在对象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对
象时，他也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改变对象，从而在改变当下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更值得自己生存的
另一种境域。
这样，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境上，人是“自由”而非“他由”的存在物。
人对历史的自由追求表现为不断寻觅“幸福与道德配称一致”的进化途径。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地区，何种文化模式，其终极价值关怀概莫能外。
在这种视角下，尽管不同民族或个人活动的相互作用会抵消彼此之间的特殊目的追求，使得历史规律
以不依任何民族或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个别目的中的共同性——人类
追求幸福与崇高的永恒目的。
于是，共同性就作为潜藏于个别目的中的普遍要求，构成了历史沿革的总体性。
　　历史的这种共性决定了世界各民族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总会发生大致相同的问题，而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具有某种共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乃生产方式的演进，因为人类追求幸福与崇高的活动归
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但在现实中，作为客体的生产方式不能直接推动历史，因为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劳动活动的
对象化产物，它标志着主体本质力量的客观存在形式。
因此，生产方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只能通过由它创造的文化价值被社会人们所接受，并借助历史主体
对这些价值的实践而成为现实。
由此可见，质底上作为生产方式反映的文化价值及其演化对于人类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具体表现为：世界各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赋有自身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
，都必然具备着通过自我确认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文化价值认同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教统”。
这个“教统”一经形成，就像经纬参差的“文化神经”，牢牢地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社会文
化价值目标是该“教统”的核心，它一方面以最高的普适性形式统一着社会成员的具体目标，另一方
面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指示着该社会的未来期待。
因此，文化价值目标犹如牵延不去的“文化基因”，始终寓于某一文化模式之中并伴随它存在于各个
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性的惯
性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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