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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年选2011》丛书对2011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化热点、民生话题、百姓关注等问题有一个深
度的、全面的梳理，为读者留存一份2011年的阅读档案。

本书为《阅读年选(思辨2011)》，在书中，易中天、秋风、袁伟时、陶东风等人对传统文化作了有关
方面的思辨。

本书由上海图书馆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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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世俗化时代之前，好生活问题曾经是由超越性权威（西方的宗教，中国的神圣皇权及其
意识形态）垄断的，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商议的世俗话题，也不是个体的自决与选择问
题，它总是和一个超世俗、超个体的神圣源头和权威联系在一起。
那时的好生活标准常常与“救赎”、“献身”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这种好生活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民众不需要自己寻找、反思和商讨好生活的答案，只要接受“圣人”
、“领袖”关于好生活的训示即可。
即使是世俗化时期，某些保留了神学色彩的国家（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也规定了
带有宗教意味的好生活理想。
对此，费希写道：“通过使每个人的生命遵从于一一必要时献身于一一某一理想，人们可以确信自己
因为最终获得了永恒而被‘救赎’了。
” 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至少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今世界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多数人坚信生命的得失成败不再有任何先验的标准来评判”，“
人们判断一个存在物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或‘令人羡慕’，多大程度上善感而富足，又
在多大程度上不虚此生，或者与此相反，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平庸和颓丧的，均要从现实生活的内部
出发，而不能脱离人类切身体验的范围，抑或转向某些高高在上的原则。
” 但是对超越的、宗教式或准宗教式的好生活标准的祛魅，只是意味着讨论好生活的机制和方式的变
化，却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思考超越于物质、技术、效率等之上好生活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我们
就从此可以悬置好生活的问题，悬置生活、生命之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更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可以沉溺
于享乐主义、虚无主义。
我们不能为了所谓“成功”而成功，为了当下而不顾未来，为了绩效而罔顾绩效的道德一价值维度。
“如果说没有‘来世’，真实的生活也不在那里，我们就必须在此时此刻找到它，而不是寄希望于虚
无缥缈的未来。
”祛魅的世界需要价值重建，告别了走火入魔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又不能遁入虚无主义、享乐主
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
这是世俗化时代思考好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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