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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世联编著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共分上中下三篇二十三章，字数近
百万。
全书主要围绕文化、政治等领域对近现代以来中德两国的国家、民族发展历程及中国对德国思想文化
、政治理论的借鉴与融合等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回顾、思考与探讨。
在回顾19、20世纪德意志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更为真实、全面地展示?近现代中
国在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曲折探索和艰辛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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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世联，1962年出生于江苏邗江(属扬州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美学、思想史和文
化研究、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化批评。
先后任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兼职教授和特约研究员，2006—2007为英国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访问
学人。
1985年以来，发表学术思想论文和社会文化评论400多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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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英文目录
德文目录
导论
1．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
2．德意志文化的特征之一：反启蒙
3．“特殊道路”的悲剧性
4．现代中国的德国论说
上篇道路选择
引论
一、中国与德国：康有为的观感
1．以“地形”论“政魂”：两种“新世界”
2．由德国而英国：两种“君主立宪”
3．文明与“武明”：两种文明观
二、国家与个人：梁启超的犹豫
1．19世纪与20世纪
2．卢梭、伯伦知理与梁启超1903年前后的国家论述
3．“美游心影”、日本与德国
4．成也“国家”，败也“国家”
三、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的辨析
1．法西斯的魔?
2．政治人的策略
3．“力行社”的模仿
4．知识人的无奈
四、“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选择
1．“我们应该怎么办”
2．整体的渴望：多元与一元
3．崇“战”尚“力”：召唤“战国文化”
4．文化建国：以国家权威限制个人权利
5．世纪末的回响
五、?越“卡夫丁峡谷”的曲折：中国社会主义的主题
1．作为“新西方”的社会主义
2．“性急”的发展．
3．“自由”的想象
4．改革尚未完成
六、“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1．革命与宪政：在德国与俄国之间
2．自由与公道：在英美与德俄之间
3．哲学与政治：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4．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七、“韦伯命题”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
1．分析中国现代：韦伯作为不在场的存在
2．工业东亚兴起之后：反证还是超越韦伯?
3．回到中国自身：韦伯方法的解释力
4．以明代海外贸易为例：韦伯命题的有效性
5．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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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革命论述
引论
八、作为革命?革命论说方式的普遍特殊
1．两种现代叙事：中国在“普遍历史”之外
2．从进化“公理”转向文化特殊：中国不应照搬西式革命
3．在文化特殊中求历史“理法”：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
九、革命理论与历史理论
1．分析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重建古史：国情论与规律论
3．动员革命：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
十、改?世界与改造世界观
1．唯物辩证法是什么?
2．辩证法的启蒙
3．世界观的“再启蒙”
4．启蒙的辩证法
十一、文化政治与政治工具
1．“我们来了”：革命与新文艺
2．模仿苏俄：无产阶级的“五四”
3．重心转移：农民化与工具化
4．组织感情：建构新的政治主体
5．民间形式：被借用的和被改造的
6．严重冲突：纪律与自由
7．“无产阶级”的凸显与淡出
十二、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朱光潜为例
1．全面批判：为什么是朱光潜?
2．底线防守：从政治到思想到学术
3．拯救主观：旧观点与新说明
4．人道主义：被弘扬的和被异化的
十三、文化转型中的青年马克思
1．人道主义的感召
2．人的神化、异化与改革
3．“人道主义讨论”之后
十四、从章太炎到顾准的反黑格尔论
1．以多元论反进步论
2．规律论的学术与政治
3．以主体性补充必然性
4．目的论的光芒与失败
十五，“后文革”的思想动向
1．发展理论：回到科学马克思主义
2．“吃饭哲学”：对伯恩斯坦的再认识
3．“一分为三”：“斗争哲学”之后的辩证法
下篇人文规划
引论
十六、转化康德的三种努力
1．从“先验认识论”到“多元认识论”
2．从自律道德到“以良知说本性”
3．从审美独立到“以美育代宗教”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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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美学的主题及问题
1．此康德与彼康德
2．审美是否独立?
3．崇高与悲剧之间
4．艺术不只是审美
5．批判、“模仿”与未尽之义
十八、寻求知识与道德的平衡
1．“可信”与“可爱”的矛盾
2．科学与反“科学主义”的人生观
3．文化解决与政治解决
十九、“心学”的新‘理”论：?麟的贡献
1．黑格尔、“体用合一”与文化普遍主义
2．“心即理”与心学的理性化
3．“后启蒙”与“新心学”
二十、依儒家与超康德：牟宗三的立场与方法
1．从“非存在”到“存在”
2．“顺着”康德回到儒家
3．“智的直觉”是否可能?
二十一、人文世界的建立与黑格尔模式：唐君毅的开拓
1．中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结构
2．由“道德自我”而文化意识
3．哲学的目标在成教?
二十二、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1．作为方法和解释的类比：歌德是中国人?
2．从维特到浮士德：生命本身价值的最大肯定
3．“老歌德”的寂寞：政治不是命运
二十三、在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尼采的三副面孔
1．日神：美学理论的古典性
2．“偶像破坏者”：价值重估的现代性
3．“超人”：作为文化改造的一种方案
结语：德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1．歌德的智慧：文化的普遍与特殊
2．卢卡奇的警告：民主的“新”与“旧”
3．韦伯的忧思：“大国崛起”的经济与政治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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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康有为反对民主自由，反对地方自治，反对“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主张以孔教为国教，主
张物质救国，等等。
所论与戊戌变法期的主张已大不相同，晚年甚至发出忏悔：“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
察国情之巨谬也。
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
”L2J而被目为保守与倒退。
现代中国变化激烈，与时俱进是思想者的命运，而前后一贯决不是衡量一位负责任的思想者的唯一标
准。
就康有为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前后矛盾，而是在其设计无法落实。
现代学者萧公权（1897-1981）指出：“康氏重国之义，欲令何人行之乎？
使国民行之，则程度苦于不足。
使政府行之，则全国已同于‘无政府’。
使君主行之，则盛德之德宗（即光绪），已埋骨于地下。
宣统之冷庙木偶，亦已倾覆。
而衍圣公既夫人拥立，茫茫九州，谁其负拯救之责。
惜乎！
康氏于此极重大之问题，无明白之解答以释吾人之疑也。
”国民、政府、君主都不能承担起责任，则乱世英雄起四方，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威廉式的英主身
上，“强人崇拜”从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强大潮流。
梁启超1906年设计“开明专制”时，就认为解决中国困境一要强有力的政府，二要明智坚强的领袖。
前者以中央是否集权为标准，后者以君主之德行权柄为标志。
有德行因能开明，有权柄固能专制。
在梁启超列为开明专制的政治家中，康有为礼赞过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俾斯麦都赫然在榜：“腓力特
列时代之普国为千古开明专制之模范。
”“腓力特列第二，拿破仑第一，实为开明专制之模范。
欲识开明专制之定义，则二人之行事，最能为正确的说明也。
俾斯麦时代，已有宪法，但其精神全属开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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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套装上中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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