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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维是人类世界固有的一种能力。
人类在生存中体察外界事物，在心灵上有所感受，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沿着一个方向，针对一个问
题，进行思维。
思维不受感觉、知觉等经验成分的限制，要遨游于广漠的天地，窥探深邃的宇宙与繁复的人生之奥秘
，往往悟出熠熠发光的真理。
善于进行思维的人是幸福的、自由的。
我喜欢法国哲学，喜欢卢梭那样的政治思想家。
卢梭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历经坎坷，却对抽象思维活动感到兴趣盎然、快乐无穷，他已经培育了思维的
习惯。
为了探索人类自然的生存状态，他徜徉于森林，沉溺于遐想，根据臆造的假说，得出推翻旧制度、建
立新国家、塑造新人的结论。
他之名垂宇宙，不在其事功，而在其思考。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各种体制的改革，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需要勇于和善于进行思考的人。
在我认识的青年中，小兵同志就是一个喜爱独立思考的人。
小兵同志就学于北京大学7年，对中外哲学及现代学术思潮甚为熟谙。
有较好的外语基础，近年埋头从事马尔库塞、卡西尔、哈贝马斯、霍克海默、海德格尔等现代学术思
想家著述的翻译，译著颇多。
近年，他又有机会到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进行深造，并访问过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所教学研究机构
，成为国内少有的与国外学术研究保持密切联系的学者，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
然其气质，较似卢梭、萨特之类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喜倾心于社会变革之现实问题。
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能与卢梭相比，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卢梭的喜好思维的习惯联想到一个有相同爱
好的年轻人。
他虽然谈不上渊博的学识，但他读书颇多，有追求知识的热情和能力；他兴趣广泛，思路开阔，读书
和写作的视角伸向广泛的领域，对哲学、历史、中外文化讨论、知识分子及许多社会问题，均有涉猎
。
字里行间常闪耀出可喜的火花，给人以启迪，令人感到快慰。
我喜欢读小兵同志的文章。
我欣赏他那具有独特个性、饱富思辨玄远又潇洒流畅的文笔。
小兵同志的文章常常对事物提出新的理解，是启发人们开辟新的思路的门径。
文章可读与否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我可以想见小兵同志在写作中使用语言时的用心。
他几年的习作，已显露一种独特的风格。
我喜爱这样的文笔和风格，也喜爱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
小兵同志今年三十八九，尚还年轻。
以此文集，作为来来的一个新的起点；任重而道远，笔耕惟艰难，望取得更大成绩!葛 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在，我思：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

内容概要

在读了许多种关于哥伦布的传记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位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的名定来命名这样
一套学术文库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10月12日——“哥伦布日”作为这套学术文库的诞辰。
    当然，我们是要提倡一种哥伦布式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探索精神。
    哥伦布在《预言书》中曾抄录了古罗马哲人塞尼加的一段文字。
为了这套文库，为了这套文库，为了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也要以此刻字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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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兵教授，现任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在，我思：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

书籍目录

序文化篇  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  从“文明的冲突”看“西方的没落
”  英国当代文化精神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与价值矛盾  技术发展与文化矛盾  中国世纪之交的发展战
略论纲  文化讨论与理论变迁  文化-历史进程中的哲学抉择  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论加强理论本
身的建设  论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几大课题哲学编  文化哲人  诗意的思  从理智直观到审美直观  论
黑格尔哲学的新视野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马尔库塞与文化批判  什么是真理  有关哲学研究的几段话
语  美育与建立新感性  关于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  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跋：读书与超越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在，我思：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

章节摘录

许多英国朋友都把马克思当成英国思想家而骄傲，当你与他们辩解时，他们会问，在他成为世界名人
之前，当时德国，欧洲大陆干嘛去了?不是要抓他，驱逐他吗?这不过是英国人民族自尊、自豪感的一
个小小侧面。
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如没有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那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英国只有一千多年文化。
但在西方社会，这一千年就是可以白话白话了。
英国社会在本世纪遇到了很多挑战，但都化险为夷，日不落帝国失落了一百多年还能硬撑着，的确与
她在整个社会范围发扬文化传统，鼓励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不断地“白话”她的历史有关。
在英国，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唱国歌。
国歌在许多场合都唱。
最庄严的场合我记得有三个：一是女王圣诞节演讲结束后，二是每年一度的伦敦国际音乐节最后一曲
，三是重大体育比赛。
去年圣诞，在乡间与三位英国老太太共进午餐。
突然她们放下刀叉，走到电视机房，听着女王演讲，然后站立着老泪纵横地哼唱着伴衬着女王生平和
国家业绩画面的国歌；其悲壮动情，不外是回忆她们为祖国工作的一生和英国过去的辉煌。
又一次，晚间电视节目转播世界最大的伦敦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最后高潮处是乐队演奏例行的“大
英进行曲”和国歌；全场观众不分贵贱、高低，男女老少，“刷”地一下，全部起立，指挥转向观众
，数万人排山倒海般地唱了起来。
其雄壮气势，使人感到处于经济衰退、国家不振中的英国人的心并没有冷却，没有死亡。
不过，国歌唱得最嘹亮的还是在体育场。
英国朋友常告诉我，英国之所以是体育爱好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不完全在于赛场比赛精彩，而在于看
台上体现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认同。
英国的球迷虽然不时闯祸，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因为他们太认真、太投入、太执著。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再傲慢的国际巨星，再暴躁的赛场英豪，一个个都仰天闭目、挺胸背手，眼含着
泪花地哼着国歌。
英国的多次比赛中我看到；莱因克尔、加思克因这些世界级球星，在为金钱的俱乐部比赛中，与在为
国家名誉的国际比赛相比，卖命程度，实为不一样。
加思克因的多次重伤，都是在为国家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时造成的。
去年他在养伤一年后，重新露面。
当国歌响起后，最激动的就是他了。
而观众看到重新站起来的他出场后，数万人齐声高唱，其势实在感人。
▲ 英国在根本上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国家凝聚力，必然受到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原则决
定。
那种“各人顾各人，上帝为大家”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事实。
加上英国文化中独特的保守、内向、自主因素，社会关系相对松散，人际关系相对冷漠的现象，也时
常可见。
● 但社会也不仅仅是由这些方面主导的。
否则就难以解释这个民族何以能出现斯密、牛顿、达尔文、马克思、卓别林、莎士比亚等伟人巨擘，
何以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和教育优势。
这个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向心力，这个社会的许多方面还潜藏着强烈的民族尊严和自
豪感。
有一天，在与导师柯亨教授的闲谈中，我冒昧地问了一句：牛津大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授，每
一学科才四、五人定额，而达到教授水平的近四十多个学院的数百讲师们为什么不到教授好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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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欧洲大陆、美国、日本?这样，他们不仅在职称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会大有收益。
柯亨教授笑了笑，只是说，你还并不了解牛津，更不了解英国。
他还说，流传在牛津那批当不上教授也甘心情愿的留守者们中间有一句话：“Sta“isenough”。
这句简单而又充满自豪意义的话，不甚好译。
大意是在牛津，“打杂也足矣”。
▲ 近来报纸上有传说，英国民意测验表明，一半的人不想留在英国。
● 我想这也许是大众对当前英国衰退的经济和低落的国家士气的一种反弹。
说这种话的老百姓一半是情绪，一半是批评。
我想不外是向政府中的官员们施加点压力，让他们不要再浑浑噩噩地把国家弄成个四不像了。
至于实在想走的，没有多少。
英国人在我的了解中，许多是因为爱英国，才恨英国、骂英国。
其实，他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离开了英伦三岛上那美丽的风光、乡趣，离开了BBC、大英博物馆以
及泰晤士河两岸诸文化设施构成的精神氛围，离开了由马克思、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等巨人带来
的传统骄傲、民族荣耀，等等，他们会更加痛苦。
▲ 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除了文化教育的重视，民族凝聚力的强化之外，还存在一个怎样对待不利
于市场经济建设及文化氛围的问题。
具体说，国内关心较多的，是怎样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环境，怎样消除腐败、不公正这些丑恶
东西。
能就这方面谈谈看法吗?● 我想，就如何监督官员的行为规范谈点事例。
我的印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理腐败、不公正社会行为的总原则是：官重民轻，外紧内松。
官重民轻，是指对当官的监督严密，防范细致；外紧内松，指的是对工作单位和个人本身的自我约束
不强调、不声张，而是利用社会力量，即外在的法律和舆论约束，来严厉揭露和打击不良现象。
▲ 你能具体谈谈吗?● 可以。
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你会深深体会到，舆论就是法庭，记者就是法官。
英国的报纸，按读者的文化层次，大致可分为两类：供学者和中等以上文化水准阅读的大报，和供一
般读者阅读的小报。
大报小字排印，分析深刻，信息量大；小报大字排印，观点鲜明，可读性强。
一个人物，上了大报，可谓知名度高矣，也许有机会名垂千古，因为像《泰晤士报》、《卫报》、《
独立报》、《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都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报纸。
相反，上了小报，成为封面和重点人物，往往就凶多吉少，甚至遗臭万年。
许多英国朋友告诉我，在英国，报纸以及电视等宣传媒介可厉害了。
政治家们可不愿轻易去套近乎，往往躲还躲不开呢!在国外生活，每天离不开看报、看电视。
久而久之，就觉得电视、报纸成了政治家的克星。
一方面，政治家要利用新闻媒介来宣传、推销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对记者、镜头避而远之。
他们周末、周日都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消遣，傻瓜才想上电视或到报纸上去亮亮相!因为，这些国家
的电视尤其是报纸的最大功能，就是揭露。
好人好事很少有人表扬，做了就做了，但若有歹徒行凶、官员下水之类的消息，就会被整个新闻界炒
来炒去，直到有了大快人心的结果。
我的印象是，社会舆论和心理大都不喜欢看好人好事受表扬，而愿意欣赏坏人落网、政客丢官之类的
“奇闻”。
看不少西方政客的传记，都发现他们在这种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的气氛下，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地坐
着首相、部长等等临时交椅时的心态。
▲ 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出现腐败或腐败程度，而在于怎样防范、处置、杜绝
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
● 许多牛津大学的学者和英国青年朋友，在与我的交谈中告诉我，之所以国外当官压力大、舆论监督
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当官是一种机会，一种待遇，一种权力，所以，就不是社会上的每个
人都能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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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百姓中想当官的和能当官的太多太多，只是没有机会、待遇、权力，因而，他们就会死死盯住和
不放过那些在位的。
所谓建立一个能起中介作用的统一的文化构架，即是为哲学找到一个有利其自身发展和真正发挥其社
会功能的出路。
要寻求哲学的出路，首先要了解中国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和需要。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以全面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
这场改革从时间上看，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肇始，政治体制改革接踵而起，最后发展成举国上下关注文
化发展的大讨论和深刻反省。
从逻辑上看，哲学作为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实质上属于文化
范畴。
与哲学研究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是文化研究和发展。
因此，中国当前哲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文化发展趋势和需求。
我们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条式的、经院式的注重“本体论一认识论”层面上的思辨哲
学问题，注重哲学内部的体系构造和逻辑推演，不注重哲学与其他思想、意识、情感、意志部类的联
系，尤其不注重哲学的文化功能。
这种抽象的“本体论一认识论”层面上的哲学思辨，不仅由于与现实没有中间环节而变得牵强附会，
并且还不利于哲学本身应当注重的深切而又真正现实的文化一历史功能。
文化是一个比哲学还要模糊的概念；我们这里仅用其部分含义：即当代人有意识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及
其成果。
文化、历史、哲学，这些都是同一层次的、不能精确界定的元概念。
其含义完全在于互相注释。
哲学研究群落的各自缺陷以及造成的哲学本身的不景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脱
离。
哲学过于注重“现实”，过于陷入实实在在的历史，而无暇关注精神活动本身的内涵：写成的历史，
即文化。
三种群落在这方面各自的缺陷是：“原理群”不注重或远离文化，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国或他国
的经验来研究，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发展。
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分一般来说是不够的，而且对当代世界范围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情况也知之甚少。
这就造成他们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愿望，但又总是没有实质性的办法。
在历史进程中没有突破，只有徘徊。
而“国学群”的研究方式往往滞留于文化的时代发展，它们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
因而，文化越是发展，他们的研究越使人感到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倒退，他们很容易成为现代文化的批
评者、反感者。
因此，虽然他们意在弘扬中国文化，鼓舞民族士气，但由于时代感的缺乏和研究方法上的陈腐，其哲
学特征不是发展，而是延宕。
而“西哲群”又乐于超越文化之发展速度，其思想具有“超前性”，这就抛下了与其他研究群落的合
作，虽然容易成为社会的精粹，但也易堕入空想的文化决定论。
因此，他们拥有的哲学现代化的理想，就表现出脱离我们时代要求的超前特性。
现实历史进程对哲学提出的文化挑战更是尖锐，主要是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以商品文化形式
表现出来的，一是以政治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以观念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挑战，与抽象
的“本体论一认识论”传统哲学问题不同，都是哲学在寻找出路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商品文化向哲学发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在物质要求日益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物质满足成为社会
最高价值的趋势中，作为精神产品之最高表现的哲学，是否可能或应当怎样维护自由的存在地位和价
值。
政治文化向哲学的挑战表现在：当政治本身正在走向民主并成为一门科学时，过去那种哲学作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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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仆，亦步亦趋的治学方式，应怎样寻求自身自律的变革途径?观念文化的挑战则在于：面对中西文化
开放、交流、撞击、淘汰的时代潮流，哲学应当怎样融入时代潮流，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就哲学所面临的文化挑战看，当前我国哲学的出路，从根本上说，已不是在传统“本体论一认识论”
圈子中修修补补、挑挑捡捡，而是从根本上进行职能性转变，转变为对社会现实文化挑战作出回应，
这时，哲学遂成为历史哲学。
历史的发展和创造性即在于对现实的挑战作出回应。
这里说的历史是一种创造未来的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人的活动的历史活动即是实践。
哲学的出路因而就在于：汇入文化→深入历史→归于实践。
中国哲学的出路即是从经院型转为实践型。
这是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哲学传统的，但这种传统已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其根本标志在于：哲学应当
成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文化一历史理论基础，而不是可进可退、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性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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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思维是人类世界固有的一种能力。
人类在生存中体察外界事物，在心灵上有所感受，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沿着一个方向，针对一个问
题，进行思维。
思维不受感觉、知觉等经验成分的限制，要遨游于广漠的天地，窥探深邃的宇宙与繁复的人生之奥秘
，往往悟出熠熠发光的真理。
善于进行思维的人是幸福的、自由的。
    我喜欢法国哲学，喜欢卢梭那样的政治思想家。
卢梭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历经坎坷，却对抽象思维活动感到兴趣盎然、快乐无穷，他已经培育了思维的
习惯。
为了探索人类自然的生存状态，他徜徉于森林，沉溺于遐想，根据臆造的假说，得出推翻旧制度、建
立新国家、塑造新人的结论。
他之名垂宇宙，不在其事功，而在其思考。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各种体制的改革，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需要勇于和善于进行思考的人。
在我认识的青年中，小兵同志就是一个喜爱独立思考的人。
小兵同志就学于北京大学7年，对中外哲学及现代学术思潮甚为熟谙。
有较好的外语基础，近年埋头从事马尔库塞、卡西尔、哈贝马斯、霍克海默、海德格尔等现代学术思
想家著述的翻译，译著颇多。
近年，他又有机会到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进行深造，并访问过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所教学研究机构
，成为国内少有的与国外学术研究保持密切联系的学者，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
然其气质，较似卢梭、萨特之类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喜倾心于社会变革之现实问题。
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能与卢梭相比，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卢梭的喜好思维的习惯联想到一个有相同爱
好的年轻人。
他虽然谈不上渊博的学识，但他读书颇多，有追求知识的热情和能力；他兴趣广泛，思路开阔，读书
和写作的视角伸向广泛的领域，对哲学、历史、中外文化讨论、知识分子及许多社会问题，均有涉猎
。
字里行间常闪耀出可喜的火花，给人以启迪，令人感到快慰。
    我喜欢读小兵同志的文章。
我欣赏他那具有独特个性、饱富思辨玄远又潇洒流畅的文笔。
小兵同志的文章常常对事物提出新的理解，是启发人们开辟新的思路的门径。
文章可读与否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我可以想见小兵同志在写作中使用语言时的用心。
他几年的习作，已显露一种独特的风格。
我喜爱这样的文笔和风格，也喜爱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
    小兵同志今年三十八九，尚还年轻。
以此文集，作为来来的一个新的起点；任重而道远，笔耕惟艰难，望取得更大成绩!                                       
   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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