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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色学科“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的项目成果，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
。
本书集中体现了本学科的都市文化理论研究的特色，是学科建设长期积累的成果。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以论文、专著中的章节等形式公开发表过，此次编撰成书，这部分的章节有的经过
重新改写、编排，也有的章节保持了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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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性溯源　　第一节 现代性的定义　　“现代性”顾名思义，它是关于“现代”的“
性质”。
“性质”固不待言，“现代”则需要作一番认真剖析，因为它的含义诚然说小就小，它就是当代，就
是现时的存在，说大却可以大得没有边际。
从史学角度上看，它是“近代”的同义词，可以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段历
史。
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又可以说是17世纪以后的事情。
“现代”语出拉丁文modo，它的意思就是当下、现时，以同过去和将来区分开来。
它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使用，并不专指哪一个特定的时期。
比如，“现代英语”和“现代舞”，两者虽然都冠以“现代”，但是此“现代”和彼“现代”所指的
历史阶段，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前者是指16世纪以来，以莎士比亚和詹姆斯一世钦定“圣经”译本为代表的现代英语，以区别于中世
纪英语和古英语；后者则是指西方20世纪有别于芭蕾的舞蹈风格。
德语中的Neuzeit和法语中的temps modernes等，表述的“现代”意义大体相同。
“现代性”（modernity）一语虽然早在1627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已经出现，但是它的意思就是
“现时代”，并没有这个词今天所具有的复杂深邃的哲学含义。
　　“现代性”一语有它明确的时代印记。
在17世纪笛卡儿时代，法语中的temps　　moderne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科学运动，它的核心是数学，
期望以数学的原理解释社会和宇宙。
而到18世纪，“现代性”内涵已经有所改变，此刻“现代性”指的是启蒙运动。
它关注的是人权和社会解放。
哈贝马斯谈到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指的是就启蒙运动。
现代性由此成为启蒙运动理性精神的同义语。
进而视之，19世纪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工业化运动，可是到了20世纪，它反过来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
工业化后果的一种抗议，站到了科学和技术的对立面上。
要之，廓清现代性的含义，就是至为重要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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