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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与现代性》

内容概要

人文科学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转型期所进入的两个深层论域。但无论学理概念或意义评价，汉语学术
思想界迄今仍缺少切实的界定梳理。本书对人文科学与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在此基
础上，特别将这两个概念关联地构成相互阐释的论域。人文科学的独特职能只有在现代性背景下才能
显示；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也只有在人文科学的框架中才能与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概念区别开来。本书
选取这一关联域中有代表性的教育为主要内容，力求从学理源头为今日正在实践中的中国人文教育提
供依据。本书作者是汉语学术界人文科学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构成本书章节的文
本选自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它们首次被整合进人文科学与现代性这一关联
域，从而将获得新的阅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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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西林，1947年生，经历“文革”与插队做工。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该校文学院
教授，致力于中国精神价值的现代重建。代表作有《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2006增订再版）、《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2006增订再版、2008年台湾繁体版）、《
人文科学导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台湾繁体版）、《心体
与时间：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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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时代阿猫阿狗都在谈通识教育了。
2、人文科学、现代性部分极好，本打算只看现代性部分，但尤西林论及人文科学不止于教育学，而
是追溯了“人文”概念与历史；论现代性也能抓住关键，志不在评点各家，而是专注于厘清概念之间
；最后部分关于巫与知识分子也有启发，但置于全书来看有些脱节，另外重复也是此书写作编校的一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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