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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缺位的启蒙》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章，其内容包括启蒙运动和社会转型：同构与异构、进化和革命：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
人权和国权：双重使命的挑战等等，展示了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中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成果。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交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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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缺位的启蒙》

书籍目录

序 启蒙：思维方式的革命
第一章 启蒙运动和社会转型：同构与异构
1 二元化的社会激荡
2 农民运动与启蒙的拮抗与对流
⋯⋯
第二章 进化和革命：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
1 进化哲学的冲击与中华文化的反应
2 进化论与章太炎文化观的形成
⋯⋯
第三章 人权和国权：双重使命的挑战
1 人权和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
2 人权派与人权问题论战
⋯⋯
第四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与逆行
1 三个历史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2 社会主义范本：《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
⋯⋯
第五章 现代化和新理性：“理性缺位”的终结
1 中国社会的三种取向与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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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缺位的启蒙》

精彩短评

1、本书估计是论文合集，部分内容重复，不过确有不少启发。本书论点是，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
甫一起步便存在“理性缺位”的局限，从孙中山的“国权”和“先知先觉”到新文化运动的“德赛二
先生”再到毛的“斗争哲学”，无不具此一特征。而中国近现代史跌宕起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
性思想文化背景：即以传统的小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小
农思维。此种思维与现代化的发展相伴相随，和启蒙思想形成拮抗与对流，并最终吞并启蒙。因此，
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激发生产力，摒弃此一思想文化背景，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2、都应该好好看看
3、现代化  后现代化 反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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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今日的中国，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一个与以往不一样的中国。中国不再以长城为代
表，中国不再以故宫为代表，中国不再以滚滚黄河为代表。中国将要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那是黄浦
江边的东方明珠，那是号称世界第一的金茂大厦，总之中国要以一个现代化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而非古老，而非传统。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全力以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造着一个即将崛起
的强国梦。然而，在经济日益崛起的今天，国人的思想却未能以应有的速度，应有的状态去追赶那扶
摇而上的GDP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中国人缺乏一种现代性——公民道德，公共意识，自主意识。
现代性的缺乏，使得今日的国人“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传统心”。为何会造成今日这般状况
？姜义华教授的《理性缺位的启蒙》向我们阐释了为何中国迈出走向现代化一百多年却依旧保持一颗
“中国心”的原因。由于，本人阅历有限，对于姜教授的著作不敢妄加评议，所以只说说读完此书，
掩卷而思后的点点想法。何为理性？我查了下百度词条，它是这么解释的：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
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动，意思和感性相对 ，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
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我对这个解释的理解就是实事求是，根据
实际的情况做出决断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从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其间，
多少社会名流，多少国家精英一直在努力推动着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说明了他
们当初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从中体西用到《联共（布）的历史简明
教程》，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到学习苏联，不可以说不努力，不可以说不尽心，而现代化得成果却总不
尽如人意。姜教授在本书认为，中国在向迈向现代努力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即国家处于外患
未泯，内乱繁生的历史背景。正因为是处于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的首要目标便是，赢得
国家的独立自主。所以说，现代化只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工具。在为现代化的努力的过程中，过去
的思想家们不可能不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即哪种思想在西方得到成功的实践了，就引用到中国
来，但在引用的中国来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而，生搬硬套的引用最终失败
了。我们说理性是一种根据实际情况的思维方式，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将外国启蒙思想引用过中国来
的这一过程中，我们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引进一种我们对之十分迷信的思想，
并没有结合实际国情进行自己的思考。以前的中国是个地道的传统社会，人们的思考也是以传统的思
维方式来进行的。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心是道德本体主义，道德标准指导整个社会的运作，指导整
个社会的全部思维活动。中国在迈出现代化步伐后，只是不断地引进外国的成功启蒙思想，并没有考
虑到它是不适合自己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从对一种权威思想的迷信变为了对另外一种权威思
想的迷信，而这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从来没有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的精英没有，中国的平凡大众就更加没有了。这也是，中国进行了百年现代化的努力，却收效甚
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理性的思维方式真正开始运用到中国，应该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那之
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响彻大江南北，塞外关内，然而这样的理性思维开始运用不过30年，
再加上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所以理性的思维并未能，真正在全民中间的到贯彻。虽然，今天，中国人
民的现代化的理性思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复苏，但这距离全民性理性思考还有一段相当遥远距离。今
天的中国人是穿着着现代化的外衣，却拥有着传统心灵世界的一群人。我相信，跨越了百年的现代化
梦想终究会实现，而我们需要的只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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