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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洪流把自愿的和不自愿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卷入现代性。
现代性这只怪兽的最大怪异之处在于，本真的生命存在只能以颠倒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物化造就了经济帝国主义，也使人类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关心人类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们，从各个角度考察现代性，构威多声部的大合唱。
善于辨别音色的耳朵能够从合唱中聆听到一个响亮的音符，那是马克思的声音。
作者立足于马克思生存论视域的辩证分析，既不同于实证科学，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理解的人道主义，
从而克服了简单的苟同或者情绪性的谩骂态度，揭示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根源，划定了现代性的边界
，透露出人类未来的消息。
从马克思生存论的角度分析现代性，这在国内学术性著作中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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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有奎，1971年生，男，汉族，陕西风翔人，1994年毕业于宝鸡文理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
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加拿大UBC维真学院学习半年时间。
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至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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