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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化批判》从文化的角度，较全面地反思和批判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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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炫，1960年2月生于南京，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出版《否定主义美学》、《否定本体论》、《否定与徘徊》、《批评的艺术》、《中国当代文学批
判》、《中国当代思想批判》等专著。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权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20余篇。
致力于文史哲原创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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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对西式哲学的“本题性否定”一 对西式哲学的“本体性否定” 1 “本体性否定”与阿多诺、黑格尔否
定观之区别 2 “本体性否定”如何看待海德格尔 3 海德格尔的若干局限 4 “本体性否定”如何看待文
化与文学的关系 二 对常识文化的“本体性否定” 1 穿越儒学若干精华——“本体性否定”的伦理哲学
实践 2 穿越“文明割裂思维”——“本体性否定”的历史哲学实践 3 穿越现实：被遮蔽的中国人文理
念——“本体性否定”的个性哲学实践 4 在妻子与情人之间——“本体性否定”的情感哲学实践 三 对
文化批评的“本体性否定” 1 中国文化批评：被忽略了的五大问题 2 中国审美文化：穿越西方“现代
性” 3 中国怀旧文化缺少什么 4 个案研究：南京文化缺少什么 四 对学术文化的“本体性否定” ⋯⋯ 
附录：对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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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现当代的新学科虽然以新的形态区别于传统“国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保留
了“国学”的成就，但是未敢说，“国学”的神韵气脉在现当代的一些新兴学科中真正有所建树。
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大转折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文化断裂。
这一点已经是不争之论，用不着再费口舌了。
学术文化上古今断裂，其害在于使“今”的存在与发展（比如你所讲的美学建设）从一开始就失去了
根本的来源，在文化传统上无所依托，既不能实实在在地超越“国学”既有的局限‘又因为缺乏“古
”的强有力支援而无法提出新问题，输入新学理，创造新的学术文明。
这种“今”怎么能够成为生机勃勃的“今”呢?文艺学这方面的尴尬痛苦尤其严重。
一谈到古今问题，我们就只知道去捡拾古代文论诗论画论诸如此类的一些只言片语，而对古代文学研
究所依托的大的人文背景和人文传统，则往往弃而不讲。
这种小家子气、实用气十足的拿来主义，使我们向传统的学习无可避免地变成玩华不实，拾小而遗大
，最终被这个传统甩得老远。
今日一些妄议传统的学人（小弟且不能例外），不过是一群传统的弃儿站在离传统老远的地方不负责
任地指指划划而已。
　　中国儒学思想如何完成其现代转换?学者目前是谈论较多而实践较少。
其中关键在于：如果不触及儒学基本原理的改造，所谓儒学现代化就是“变器不变道”的新儒学史的
一个“现代环节”。
本文运用“本体性否定”的方法，以中国当代现实问题为坐标，选择儒学的二十一条进行了穿越性尝
试，并希望由此开拓一条新的中国当代伦理建设之路。
　　　如果说，儒家的“介入现实”是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忧患”为方法的话，那么这个“忧
患”的内容是由儒家文化所给定的。
比如“修、齐、治、平”，“修什么”、“怎么修”，这些儒家都有规定。
所以用“人的文化创造”作为人文的界定的话，儒家“忧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还缺少“个体创
造”的努力。
也因为缺少这种努力，儒家讲的“介人现实”一旦碰到困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很容易选择放弃对
现实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关注。
这就是道家所主张的“超脱现实”。
“超脱现实”表面上好象是回避现实，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很现实化的精神，《易经》中的
“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超脱现实”，是指超脱儒家所关心的政治文化现实，
而沉浸在一个自己构筑的自然怡情现实中。
“忘知”，“忘欲”，“忘利”，是老子对“超脱现实”的解释，并构成“体道”的悠然、淡泊的境
界。
这样一个境界与我所说的“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有以下两点重要区别：　　第一，“超脱现实”
不要求个人思想创造的介入，也不要求直面现实政治文化，而“穿越现实”则强调这种介入和直面。
一个人“知”和“思”都忘掉了，怎么谈思想和思想创造?所以老庄的境界接近于不思不想无忧无虑的
动物状态，这种状态很像牛羊一样在草原上“逍遥”漫步。
但这个状态对现实我认为没有批判性。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是用不管政治文化来默许了现行政治文化的合理性的。
所以“超脱现实”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用放弃思想和思想创造的态度治学，除了会将学术材料化、文学文体化、文章文笔化、知识博学化以
获得无思的智性快乐外，它还会造成审美感受上的类型化。
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惬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也是惬意，一直到贾平凹的
《静虚村记》，还没有进村就醉倒在大树旁，同样是惬意。
这就必然影响文学的独创性品格。
反之，“穿越现实”的穿越动力，就来自于“思”和“思想”，而“思”和“思想”又来自于“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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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直面的现实政治文化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构成对既有知识的挑战。
所以在“求知”上，“穿越现实”主张一种“尊重现有知识又改造现有知识”的“知识生产”的态度
。
所以在“思想和学术”这个二元范畴中，“穿越现实”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
没有发现、发明和个人创造的学术和思想，其实价值都是有限的。
而我们只有通过发现、发明和创造才能影响这个社会。
　　第二，“超脱现实”会因为缺少现实生命力和自我意识而流于孱弱，而“穿越现实”则体现为对
欲望、生命力、现实自我的尊重。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超脱现实”的突出代表，我觉得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可谓代表。
这是一个非常清纯而孱弱的形象。
“清纯”是因为脱离了世俗纷争和所谓的污秽人格，与湘西纯净的山水非常和谐；但“孱弱”又是因
为她不具备与现实打交道所必须的生命力、自我实现的意志等现实内容所致；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
悲剧，除了社会环境或者封建势力的因素以外，我认为翠翠身上现实生命力和自我实现的意志的孱弱
，也是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一个人太干净了，反而不一定健康和有力量了。
所以依赖“超脱现实”的道家人文品格，要想面对和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那是十分困
难的。
反之，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虽然总体上属于道家文化的人生态度，“超脱”于时代　　政治生
活，但是他的好吃则体现了对世俗生活的亲和，展现了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欲望；而他对下棋的着迷以
及最后参加棋赛的拼搏情景，则体现出一个青年人在不正常的时代顽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努力。
这两点，无疑使他与道家“超脱现实”的恬淡、闲适境界有所区别，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人的世俗性和
现代意识。
所以我以为王一生具有某种“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
　　因此，用“本体性否定”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逻辑起点，其意图有三：一是对中西方的本根论和
本体论做改造，二是对中西方的否定观念做改造，三是通过这双重改造形成自己的本体论和否定论，
用以探讨解决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迷茫等问题。
这三点缺一不可。
为了这个目的，从1986年我写“批评即苛求”一文开始，我已经思考探索了14年的时间。
其中1990年出的（（否定与徘徊》一书，张扬的是一种不断否定的精神，但这否定的具体内涵还不十
分明朗，本体论意识也并不明显。
1994年出的《否定本体论》一书，是我自己理论的雏形，但还有明显的西方辩证否定和进步论否定的
痕迹，粗糙之处也很明显，表达也有些涩。
当然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各种意见均有。
其中突出表现为对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的怀疑，有一些朋友甚至也持这种看法。
当然我没有被这些看法所左右，而是吸纳各方面意见，于1998年推出了《否定主义美学》一书。
这本书是我相对满意的一本书。
因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本书中已经开始成型。
　　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这句话，也不能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定义，这是我与一些学者看法有
区别的地方。
良知和基本道德准则是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共同必须遵守的，其遵守的程度也并不一定与知识多少
成正比。
最近有些学者和作家喜欢谈人的底线，谈守住常识，比如人的尊严，对弱者的怜悯，人不能贪生怕死
等等，我觉得这是不够的。
比如人的尊严的具体内涵，在阿Q、希特勒、红卫兵身上是什么？
比如是否有绝对的弱者？
贪生怕死作为人性的一方面是否是可理解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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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些时候看毕飞宇的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写人最基本的母爱欲望，这没有错，是可以打动人的
。
但是这又是不够的。
有一次江苏作家朱辉在我那里聊天，我说过这样的看法：小说的最高目的不是打动人，而是打动过后
又能启迪人，而能启迪人的作品，其打动才能具有历史性。
启迪人就要求作家的思想和知识生产，要求作家在人性和母爱问题上有新的理解。
在我看来，写母爱的匮乏只不过是在恢复正常的人性，但母爱为什么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一直是合
理的，才是理解中国人性问题的关键。
这需要我们动用昆德拉式的思考。
当然这个要求高了一些。
但毕飞宇是我的朋友，小说写得还是不错的，我才说这样的话。
　　更重要的是：基本道德准则和良知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其内涵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即有的常识
也需要重建。
知识分子对社会不能简单地说“人应该有理想和追求”这些空洞的概念，而应该通过知识批判完成自
己对理想的具体的当代阐释，使今天的理想区别于过去的理想，也区别于西方人的理想。
否则，人们就会用过去已经被证明有问题的理想主义来注解、阐释，其效果就可能会相反。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是开垦者，而不是纠察队。
我最心仪的可能就是这样能创造新知的知识分子。
可惜的是，中国20世纪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多的是捍卫传统道德、阐释介绍西方思想或在两者之
间企图搞中西融汇的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我想也间接地回答了你提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以及“20
世纪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等问题。
我想，鲁迅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又无力承担的绝望和迷茫—绝望是由对这个问题
的意识使然，迷茫是由他对这个命题无力承担使然，所以他只能通过对世界说“不”，来说他那个无
法说出、但又让他感到充实的所“是”。
但鲁迅的遗憾还是多于他的欣慰。
这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遗憾。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救国图强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使用的武器不太合适，对救国的理解也过于急功近
利。
知识嫁接、承传、更新或将知识工具化，已远大于知识生产，就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显现，其结果也就
必然产生整体上的知识无力症。
我们解决知识无用的方式是知识更新而不是知识生产，已成为恶性循环。
如果知识分子不能使救国图强以心灵关怀和人类关怀为目的，那　　么这个“国”是很难拯救的。
一个不知道如何救国图强、也不知道把救国图强与人类关怀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优秀，可能
都要打上折扣。
所以我主张“切问远思”而不是“切问近思”，“近忧”必须思到“远虑”，才能解决“近优”之问
题。
也因为此，知识分子放弃对现实问题关注的责任，将学术异化为所谓与世无干的学术，就成为90年代
之后的一个较为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在加剧着我们的知识无力症，也是小生产者“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当代显现，是
知识分子精神丧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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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对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中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反省与建设，指出了黑格
尔、阿多诺、海德格尔哲学的诸种局限，发现了“穿越现实”是被遮蔽的中国式人文理念，倡导知识
分子的责任主要不在于“捍卫知识”，而在于“生产知识”。
 《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对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中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反省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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