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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海文教授告诉我，他的《启蒙论》手稿已杀青时，我是着实为他高兴，也松了口气的。
他说此书之作，从动笔以至出版，已用去整整五年工夫。
事实上，他写此书之动念，至少已是七八年前之事。
海文是一位好于思、乐于思，并深于思之社会学者，在目前学术界重时效，讲求论文式出版的年代，
他却埋首于长线研究，并致力于一部多达六十万言的著作，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海文这本《启蒙论》充分显示他是有抱持、有信念、有所为而为的。
海文之所以有《启蒙论》之作，起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运命与困境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
思考是以中国文化启蒙问题作析疑辩难的人手点。
他不满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中国启蒙论述中出现的启蒙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
来，这都偏离甚或背弃了启蒙课题应有的旨趣与理念。
用他的话说，“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
《启蒙论》以“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为副题，盖其落墨最多的是“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
启蒙的理念与现实”，“借社会学理论构成以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关键系于对启蒙之理论课
题的安立与掌握”。
海文在启蒙的论述中，对于启蒙的“课题”（problematics），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对启蒙“课题”
的廓清，是正本寻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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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者用近三百页的篇幅，以“理念型”的建构诠解启蒙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与界线，以启蒙的
“类型学”来破解启蒙的心态。
在这里，著者展现了细致的论述，他的“道德一理性”、“道德-非理性”、“非道德-理性”与“非
道德-非理性”的四个向度的建构，别具构思，诚有助于对启蒙历史-社会运动之疏解与检视，其“理
念型”“类型学”的研究，意在还原“启蒙课题”之面貌，更意在为检视中国启蒙事业安设一个理论
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海文这样的工作，着意于超越摆脱“西方中心”的启蒙视野，在启蒙普遍意
义的理念框架中，寻求中国文化启蒙事业特有之路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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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III.i.6.3.与这景观相较，梁漱溟反而是回到儒家伦理的社会基层以求出路。
以乡村建设为纲领，是意味在梁漱溟眼中儒家伦理精神不再寄身于知识群落，而在农村社区的农民与
民俗，这是梁漱溟目睹近代中国礼乐崩坏后的感叹。
城市社会或知识精英纵然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所寄，但梁漱溟所希望重建仍然是伦理本位的儒
家文化——而非法律本位的西化，或阶级本位的苏俄化。
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礼失求诸野的最后努力。
III.i.6.3.1.虽然儒学式本土取径——即使是当代的新儒学及儒学第三期发展——与现代社会学距离仍远
，但在中国学术传统以内可有的社会研究空问及其意含，仍不能轻轻略过。
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建立，其中自应包括中国学统以内的社会认识及思想资源，本土知识分子的努力同
样需要被重新体认与吸纳。
III.i.7.本节析述中国社会学的不同渊源，构成中国社会学既有的研究与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自有一定
传统与历史，以为重建与开展的基础。
而且这传统远为广被复合，有着深远内涵与源流——亦即源自日本、欧美、苏俄以及本土的回应。
从以上所论，应可较鲜明突出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基本形式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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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之所以有《启蒙论》之作，起缘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困境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问
题的思考是以中国文化启蒙问题作析疑辩难的人手点。
他不满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中国启蒙论述中出现的启蒙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乃至迷思化，在他看
来，都偏离甚或背弃了启蒙课题应有的旨趣与理念。
用他的话说，“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
《启蒙论》以“社会学与中国文化启蒙”为副题，盖其落墨最多的是“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
启蒙的理念与现实”，“借社会学理论构成以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关键系于对启蒙之理论课
题的安立与掌握”。
（作者）在启蒙的论述中，对于启蒙的“课题”，再三致意，在他而言，对启蒙“课题”的廓清，是
正本寻源的工作。
　　——金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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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蒙论》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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