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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评》是侧重学术的大型综合学术书评出版物，每季度出版一辑，为海内外知识分子评介、探
讨和批评学术论著及学术思潮的自由平台。
此刊物的宗旨为：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
内容栏目分为：主题书评／学术书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学术评论／批评与回应／中文论
著简介／西文论著简介／焦点讨论／书店荐书等。
是一份具有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术书评出版物。
     有人说当年的《中国书评》是那一代人的“学术图腾”，九年后复后的《中国书评》显然也有同样
的追求。
第一辑于2005年4月出版，在学人间留下一定的印象和影响，对“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立学术评价体
系”的倡导有开先风之气。
现在，《中国书评》第四辑的宗旨一如既往，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以知识生产活动自身作为评价对
象来探究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第二，对社会科学前沿性成果进行评介，以此来期待中国学术对此
的回应和自身的发展。
本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是其应有之义，为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
的从批判角度进行的书评提供高水准的平台，更为对关涉到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
和批判提供自由探究的学术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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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大弊病——《中国书评》（第四辑）代序主题书评　两种现代性的
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
说　思想史的崛起——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及其问题——评《现代中国
思想的兴起》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勘误／黄曙辉　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写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重印之际晖学术书评　转型的阵痛——重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
政治秩序》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四）　批判性反思之于学术发展的价值——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为例　构建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学术规范化”问题讨论路径的再反省　如何看待知识
生产者问题学术评论　虚无主义与自然正当——对产权改革论争的哲学评论特定人物研究：博兰尼　
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读《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概念化范式的检思与批
判——读《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中文论著简介　说不可说——再读《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站在阳光的背面——谈权力的“波粒二象性”　展读明代的社会图卷——评《纵乐的困惑——明代
的商业与文化》　钱穆与新亚书院——《新亚遗铎》的再解读　工人政治研究的多维视角——《上海
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述评西文论著简介　直面非正义——读史珂拉《非正义的多重面孔》　在
互动仪式中激发“情感能量”——读《互动仪式链》　儒家哪些传统有悖法治?——读昂格尔的Passion
：An Essay on Personality序言　社会一法实证主义与一般法理学——评《法律的概念》　波斯纳的实用
主义——评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序跋随笔　在体制中拒绝主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
》自序　书店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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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公理世界观对天理观的置换体现的是社会主权形式的巨大转变，也就是从传
统帝国到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变迁。
作者将具有世界观特性的科学视为现代公理观的典范，由此可以明确近代的公理意识、科学精神的探
索以及现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教育体制是如何确立并相互关联、相互塑造的。
这无疑是作者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作者指出，实证主义和原子论的科学观从自然观的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构成原理，即将个人视为
社会的形式平等的原子，并通过自我或主体性的概念将个人从各种血缘、地缘和其他社会网络中抽象
出来，于是道德论述的背景条件实现了从地缘、血缘共同体向现代国家的抽象的法律主体的转换，从
而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帝国的政治主权的构成原理，另一方面为现代国家确立了合法性依据。
具体而言，科学为社会的、知识的和体制的分工和专业化过程确立了世界观基础，并将它们纳入到国
家理性的框架中来。
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即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和知识分类谱系将民族教育体制与全球
教育体制综合在一个过程之中，从而为新的劳动分工和社会运转方式提供了知识体制的保障。
在这个体制内部，知识的生产逐渐转变成专业行为，知识分子成了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基地的专业化
学者。
知识的现代分化不仅复制了作为分科之学的科学的谱系原则，而且以形式化的分工模式规定了这些领
域的专业原则，对科学的挑战本身反而扩展了这一现代知识分类谱系与体制。
因而，知识的合理分化实质上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设计，一种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从这些观点出发，汪晖导出了对现代思想与社会的一系列既深刻又不乏批判精神的洞见，这些洞见对
于理解我们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用民族～国家这个词语来表达这一新的主权形式。
但如前所述，我觉得民族一国家这个概念很容易成为一个固化的概念，用来说明某种现成规律性的历
史进展。
在特定历史状况下所具有的总体动员的意义，使得民族一国家在现代中国始终作为一个临时性的而不
是本源性的概念得以确立的。
作为一个外烁性的概念，民族～国家是新的主权形式在其他民族一国家面前确立的临时性身份。
换言之，民族国家曾经因为他所具有的总体动员的巨大功能而成了新的主权形式，但在一个马克斯·
韦伯所发现的具有一种“非政治的态度”的文化传统中，民族国家所能发动的总体动员的能量虽然是
巨大的，但并不是彻底的。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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