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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凤阳所著的《现代性的谱系》从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图谱中抽离出“世俗趣味”、“工具理性”
、“个性表现”三种典型取向，并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看作为其提供合法
性证明的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现代性的谱系》通过一种复调叙事，为跨学科的现代性研究搭建了一
个具有综合性意味的观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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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凤阳
男，1962年生，山东利津人。
哲学硕士，法学(社会学专业)博士。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
出版有《世俗的胜利》、《政治哲学关键词》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内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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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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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价值标尺的重构
　　一、传统伦理范式
　　二、市民德行的滥觞
　　三、为个性解放声辩
　　四、宗教精神的世俗转型
　第二章 现代生活形态的合法性论证
　　一、感性个体的本原地位
　　二、契约伦理的型构
　　三、私域和公域的衡平
　　四、法治、宪政与民主
　第三章 在自由与平等之间
　　一、从功利谋划到物竞天择
　　二、被冷落的“博爱”
　　三、变“消极”为“积极”
　　四、“致命的自负”
　　五、价值优先序列的设计与论争
　第四章 为个性自由把脉
　　一、物质崇拜与感觉革命
　　二、文化保守的积极解读
　　三、合理约束自然欲望
　　四、道德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中篇 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化
　引言
　第五章 “哥白尼革命”及其文化意蕴
　　一、雅典与耶路撒冷
　　二、太阳神的降l临
　　三、数学推理与经验观察
　　四、宇宙新秩序
　第六章 科学方法的人文移植
　　一、唯“理”与求“实”
　　二、“政治算术”
　　三、“机器人”的苦乐计量
　　四、启蒙精神的乐观与自傲
　第七章 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
　　一、非理性承诺与合理化行动
　　二、“经济是逻辑的母体”
　　三、工厂体系与人的角色还原
　　四、法理统治形式下的科层行政
　　五、管理革命与专家治国
　第八章 从解除魔咒到价值迷失
　　一、魅力的平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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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问题”与“主义”的吊诡
　　三、规训与惩罚
　　四、技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
下篇 漂泊的性灵和放纵的肉身
　引言
　第九章 意义的失落与追寻
　　一、醉生与弃世
　　二、主体自觉的悖谬
　　三、信仰对科学
　　四、历史必然与道德义愤
　第十章 浪漫诉求及其效应
　　一、“自然”的价值优先性
　　二、启蒙的再反思
　　三、我感觉，故我在
　　四、激进文人与革命风暴
　第十一章 物化世界的审美超越
　　一、虔敬与皈依
　　二、寻找精神家园
　　三、诗与现实的紧张
　　四、从个性表现到英雄崇拜
　第十二章 价值重估与酒神精神
　　一、“上帝死了”
　　二、超于善恶之外
　　三、狄奥尼索斯情结
　　四、天才的民主化
　第十三章 本能冲动的公开造反
　　一、感性的审美生成
　　二、大批判与大拒绝
　　三、文化革命的战略谋划
　　四、快感冲锋的越界与流俗
　结语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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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伯林看来，这种混乱可能导致的最大后患，即在于过于看轻个人自由的分量，以致把它
视作某种为了所谓更高目的而可以放弃或牺牲的东西。
自由本身的局限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
哈耶克指出，不论自由的价值多么值得信护，它毕竟不能代表生活中美好的一切。
“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
”我们可能是自由的，同时也可能是悲苦的。
而一旦自由与悲苦的并存成为生活的实况，消除悲苦的善良愿望和允诺，就会对人产生诱惑，甚而被
人看作是放弃或牺牲自由的正当根据。
可是哈耶克质问说：流浪汉虽身无分文却可以在起码意义上自主行动，但为了求得荣华富贵，难道就
应该把惟君主之命是从的封建朝臣看作更好的生命归宿吗？
 对“积极”自由观的倡导者来讲，这样的质问显得过于强烈。
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把社会成员变成享有生活保障但丧失选择自由的封建朝臣或应征士兵。
其理论代言人，如霍布豪斯，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良好的社会组织应建立在个性的“自我指
引力”之上，即使是代表公共意志的国家权威，若企图用强迫手段来形成个性也无异于把它扼杀在摇
篮里。
但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时强调，个性的成长毕竟需要扶持。
倘使个人的自主抉择外显为“做值得做的事情”的道德行动，从而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得以安全地
共存和有益地共享，则尤其需要对它给予正确的价值导引和积极的外部支援。
这便是强化国家功能的基本理由。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虽然不能使人们具有道德，但它能做许多事去创造社会条件，人们据此可以为
自己造就有责任心的道德品质”。
如果国家职能的积极行使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约束和干预，那么，只要这种约束和干预实质上有助
于个性成长和公共幸福，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就应给予充分的确认。
“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赖一种相应的控制。
真正的对立是在妨害个人生活和精神秩序的控制以及旨在创造使个人生活和精神秩序自由发展的外部
物质条件的控制之间。
”但是，哈耶克认为，主张加强国家控制却又指望不妨碍个人自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亦此亦彼的中问道路终究是一种理论虚构，一旦落实为实际的制度选择，它只能成为非此即彼的一种
。
在这个意义上，霍布豪斯那部题为《自由主义》的著作，其实应称为《社会主义》才更加确切。
从“原教旨”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再加上投身“意识形态”论战的固执，哈耶克等人对这种向社会主
义献媚的自由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在他们看来，不论“新”自由主义者怎样以追求社会公正或共同幸福之类的美好言辞给国家干预作辩
护，问题的要害在于，一旦国家被赋予道德属性并为人们广泛接受，实际情况就会背离原初的善良意
愿而变得异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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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代性的谱系》一书，以西方社会文化变迁为背景，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觉有些迷乱的事象
置入一个融逻辑和历史于一体的叙事框架，理论地再现了现代性的复式结构。
很难把这本书的讨论划归某一学科，它所呈现的不是单一线索的时间流程，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历史写
真。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性思想史的重理或重写。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异宾　　　　张凤阳教授这部书是晚近现代性研究的重
要著述。
它展现了现代性错综纠结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揭示了现代性充满张力的内在文化逻辑，对现代性
纷繁复杂的谱系做了清晰的梳理与甄别。
其广阔恢弘的理论视角，严谨深入的逻辑论证，丰富翔实的文本分析，使阅读本书成为一种亲历现代
性生成过程的思想探险。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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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性的谱系》以西方社会文化变迁为背景，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觉有些迷乱的事象置入一个融
逻辑和历史于一体的叙事框架，理论地再现了现代性的复式结构。
很难把这本书的讨论划归某一学科，它所呈现的不是单一线索的时间流程，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历史写
真。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性思想史的重理或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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