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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文明的兴盛给人类带来了直大的福祉，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问题；二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问题；
三是人类的不平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而且关系到人类的自由、价值、尊严乃至人类的生存、命运和前途
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
这些根本性问题都不是单纯地靠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经济、技术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哲学家重
新认识人类，重新认识人类的价值理念，重新认识人类的实践原则，重新认识人类与社会、世界、宇
宙的关系，并根据这种总体性和根本性的哲学思考和探索加以研究解决的。
　　哲学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其使命就是要告诉人类如何有智慧地生存。
当代各种全球性人类问题的突出，迫切需要哲学家们以自己的智慧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为这些问题
的解决提供根本理念和一般原则。
这既是对哲学的严峻挑战，也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机遇。
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少数哲学家的思维艺术品，而已成为事关人类能否走出目前困境、获得普遍幸
福的价值导向者。
哲学家肩负着巨大的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
我们每一位哲学家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热情关注和积极探索各种重大的人类问题，为人类走向
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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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文化的碰撞孕育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近代新学。
近代新学是由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共同鼓动起来的．郭嵩焘、薛福成、王韬等早期改革派思想家利用中
西、古今、新旧、实虚、正伪、道器、本末、体用、常变、天人等范畴构建了一个融会中西、具有传
统和现代双重特征的价值世界。
他们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道义与功利，整体与个体，法治与德治，器物与人的价值矛盾的处理较
好地把握了中国现代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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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西古今：价值整合　　第一章 世界观的自我调整　　一 “世界观”与改革　　在中
国近代思想的历史上，“世界观”的变化与改革密切相关。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认为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革因素包括国际依存的加
强。
而一个国家国际依存的加强除了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进程以外，还与一个民族的
不同阶层的自觉反应和调整有关。
当这种调整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主要的社会阶层那里达成共识的时候，这种主观的调整就自动成为一种
客观的历史进程。
正如《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指出的，现代化进程要求后来的国家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
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
而要完成这一过程，显然地受制于一个民族对待西方国家，也就是看待世界的一贯的世界观主张。
　　《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是它对西方及其知识和技
术作出目的明确的理性化反应的障碍吗?该书认为体现在官方意识形态规范理念中的中国世界观，确实
有碍于中国人的灵活应变性。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主义和文化自卑心理，这些理念在清代尤为刻板和武断。
该书认为，明清两代中国人比过去似乎更加确信儒教秩序的效应和价值，而这可能使得当权派的反应
变得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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