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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内容概要

《启蒙的进化》收入邓晓芒教授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
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内容涉及对20世纪启蒙的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
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以及作者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篇一千多字，
讲一个当下发生的现实问题。相对集中的议题，深刻而平易文风，读来尤如醍醐灌顶，代表了一位真
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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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作者简介

邓晓芒，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
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
比较等。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翻译、研究康德哲学，使国内的康德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对
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
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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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精彩短评

1、康德的哲学有点意思
2、历史老师推荐的，写得很精彩，不显得很滞涩。
3、一个爱智者对人生的思考，倡导启蒙，很有意义。
4、这套系列的书 都值得一读
5、回忆小凯先生的文字真好！
6、痛快淋漓，直指人心。在当今中国知识人纷纷转向的局面之下，邓晓芒依然坚守启蒙立场，使我
非常感动。
7、对启蒙之启蒙
8、前几篇是对启蒙的概念正本清源，回忆杨小凯的文章真是情真意切之前在网上就读过很多次，在
南风窗发表的一些时评真是很犀利。
9、李银河主编的这一整套书目测很值得一读，目前购进三本全好评
10、太他妈棒了！！！
11、是一本好书，不过只有前三章或者六章就够了。后面的充数感好强。。。
12、仅从个人角度来说，价值不是很大。
13、启蒙的本质是批判，而真正的批判是自我批判。不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即使这个文
化中尚存精华之处，也难以存继。
14、晓芒老师逻辑性很好，讲话很有道理，能切入要点。看过他几堂公开课，读完这本书，已经被他
的哲学家气质所吸引。
15、在图书馆、地铁、银行、课室等地读完。典型邓晓芒的路子，从西方精神两大支柱点——逻各斯
与努斯——出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部分。写萌萌和小凯的文章不错，启蒙的其中一篇还
行，其他一般。永不会忘记在各个地点读此书时所处的心情，2017.3.19，将会是一辈子的耻辱日，从
此必将时时事事反躬自省，现在的我根本不配成为想象中的我。
16、老邓的小文写的好极了，语言平实，内功深厚，堪称炉火纯青
17、强悍的启蒙立场，还不错的闲书
18、just so so
19、邓老师谈哲学是本行，谈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依然出不了马克思，鲁迅的框架。邓老师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深刻的恨意，对文化的原罪咬牙切齿，作为后学，非常理解。但是我想如果邓老师
看一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或许能舒解一下对中国文化原罪的这种痛感。改
造国民性这个假设本身就埋有以极端权力方式压抑人性的可能。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谱系》一书
中已有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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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精彩书评

1、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启蒙思想变成了旷
野里的呼声；新世纪以来，启蒙在民间自由生长，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这就是进步，
我们需要肯定。”邓晓芒说。 邓晓芒，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
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
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翻译、研究康德哲学，使国内的
康德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创立“新实践
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
力。邓晓芒说：“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模式和五四运动的模式是一样的，只是任务不同，前者是要振
兴，后者是要救亡。”看到了这本邓晓芒写的《启蒙的进化》这本书。在这本书中，邓晓芒深情回忆
与易中天、杨小凯等故人的交往，探讨鲁迅与胡适的异同。在回忆和杨小凯交往中，着重写了杨小凯
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内容：一万多字的文章，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
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小凯去世了
，邓晓芒呼唤：“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
（ “中国向何处去”）传下去。”文人间的深情厚谊始见于生活点滴滴，文人间的深情厚谊升华于国
运大计。在这本书中，邓晓芒评点了当下中国启蒙的很多缺陷。比如在《“潜规则”是什么？》一文
中，他指出：原来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中国的“天理”、“天道”！中国人历来是个不怎么讲规
则的民族。不讲规则的人，在别人讲规则的时候总是可以得点小小的便宜，但从长远看却总是要吃大
亏的。所以，如果每个家庭都奉行这种潜规则，那么在各个家庭之间就将是一片混乱的无规则了。而
最妙的是，即使在这种一片混乱中，中国人却仍然自认为自己是遵守规则的，因而是有道德的，因为
的确，从每个小圈子的眼光来看，他倒真的是在按“天理人情”的规矩办事，没有一丝一毫含糊。可
见潜规则不是没有规则，只是它是小圈子里的规则，在更大的圈子里则显示为无规则。辩证、深刻。
“中国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义，因为只是诉诸常识的话，反思不够，那些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的
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里？还是需要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德国哲学就能提供分析方法。”邓晓
芒着力倡导理性的回归。 启蒙的进化是社会的进步。《启蒙的进化》这本书读来尤如醍醐灌顶，彰显
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2、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次大的启蒙运动：五四和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进行时都轰轰烈
烈，风向一变又倏然沉寂下来，真可谓是货真价实的“运动”而已。反观滥觞于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
可以有一个良好的持续并且为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提供支撑，即使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这样的逆流
也无法终止启蒙所带来的光明。中西的对比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失败的逻辑是什么
吗？首先厘清概念：但是什么是启蒙？本书《20世界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细读了康德对启蒙的定义
。康德定义的一个简单说法；启蒙是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知性。“知性是一种主动地产生概念并运用
概念来进行思维的能力。”处于前启蒙状态时有两种可能：一是身体上的未成年而没有生长出知性；
二是身体已成年而精神仍是未成年状态，没有勇气独立运用知性。邓晓芒认为从康德的观点上来看，
中国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的都具有反启蒙特质。 一是那些启蒙运动的领袖其实“还没有真正彻底
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结束的
这些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原则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他们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
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二是，他们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认为“民众不需
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然而，“启蒙是人的自由本性，它本质上是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
而不是一批精英来教育他们。”如此看来，这两次启蒙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让民众真正达到启蒙的状态
，而仅仅将启蒙所宣扬的价值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这样一种功利的、急于求
成的心态可能源于中国启蒙思想家对“帝王师”的想象。这使他们没有能够与现实保值距离去构建一
种长效的理论，而仅仅在术的层面进行讨论。基于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邓晓芒2013年撰文《中国当
代的第三次启蒙》为新“新启蒙”呐喊，要让未竟的启蒙进化而非退化。文章对第三次启蒙有一些展
望：一是，从科学深入到理性。我们应当超越长期以来科学的技术属性而提升到一种理性，也就是怀
疑精神和逻辑精神。二是，理性代替天理。中国传统的“天理”在今天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可意会
不可言说的潜规则，我们要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代替之。三是，保证人权与自由。“人权是天赋权
利，它的本质就是自由权。自由之所以成为‘权’就是因为它是靠‘法’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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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进化》

公正’的道德内容，这就是宪政。”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具有崇高的含义，即人的尊严，人格”
。最后，《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一文结尾提出邓晓芒的期望：“鲁迅当年说，最怕的是梦醒了以
后无路可走。今天已不是鲁迅的时代了，历史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梦醒了以后，唯一的出路就
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 年前更具有社会物质基础，
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和悲鸣，而显出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他也没忘他常常提到的对某些人想
通过回到“中国传统”解决社会问题的警惕。
3、“要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不要总是把老百姓当成未成年的儿童，要避免大众崇拜。”这是邓晓
芒先生在《启蒙的进化》中对政府的呼声，是那样的发人深思。那些曾经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事物
，如今却因反思不够仍旧在轮番上演。因此，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对于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不论
何时都不会过时，也不论何时都不会失去意义。　　说起“启蒙”一词，最早还是来源于19世纪的法
国启蒙运动。那次运动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很特别的事情——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
命）和民众思想上产生的启蒙运动，这两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不论是对法国，还是对全世界，都
产生了甚远的影响。整个欧洲思想史上都经常闪现“启蒙”的身影，启蒙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康德的
《什么是启蒙？》　　在这本书中，康德开篇就指出启蒙是一个主体自发自为的行动，是一条令敢于
运用自身的理性者，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混沌的蒙昧走向理性的光明的路程。而且启蒙必须是自发
的，是非强加的行为。其本身指的是不断探索前行的发展方向，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　　也正因
为如此，唯有启蒙主体确定了自我人格，才能以独立的思维和考辨，去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
个世界。邓晓芒先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就完成了启蒙的自我进化，进而著成《启蒙的进化
》一书。　　邓晓芒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出生于东北解放区，后来随父母南下到了长沙。他的
父亲有暴力倾向，因此他的童年是在棍棒、皮带和扫帚中度过的，他家里门框上常年插着一根竹条，
就是用来揍人的。但邓晓芒的妹妹（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残雪）基本上没有挨过打，因为他的父亲喜欢
女孩。也许因为小时候挨打多了，所以邓晓芒跟父亲的关系向来冷漠。　　后来到了1964年，长沙的
年轻人要开始大规模的下乡，邓晓芒本来要考高中，但因父母都是“右派”，结果被一刀切地加入了
下乡的队伍，成为了一名知青。但即便是在湖南最南端的江永县当知青，邓晓芒都带着一种“朴素的
理想”，希望能在农村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便积极投身于运动当中，但
不曾想到武斗升级，武装的农民堵住了回长沙的路，他和一群知青只好绕道逃回了城里。也正是这一
路的遭遇，让邓晓芒的思想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不再盲目相信，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他的思
想彻底发生改变，还是在196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邓晓芒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心中燃起了
强烈的阅读欲望，他除了阅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作品之外
，还读了不少马列的哲学著作。每一本都是读很多遍，然后做详细的笔记。他的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
，但并不教他，所以邓晓芒和他父亲基本上没有思想交流。在家中，因为父亲藏有《资本论》和黑格
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邓晓芒就读了这些书。他读黑格尔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每段都做
了详细的笔记，但还是没有看懂。不过经过了这个过程，他也受到了逻辑思维的训练。这样的阅读训
练在他后来成为教师后也颇有裨益。　　正是因为那段珍贵的阅读时光，使得邓晓芒先生完成了“自
我启蒙”的过程。所以在《启蒙的进化》这本书中，他收录了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内
容涉及20世纪启蒙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还有他为《南风
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一篇都是一千多字，每一篇都是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
。书中那深刻又平易的文风，读来不止醍醐灌顶，亦可见邓晓芒先生这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
任之心。
4、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一些文章，文风依旧是那么犀利。　　本书重点讲启蒙，与之前的
文章相比较，观点没有什么变化。作者一直认为，文化的交流、融合不一定基于文化传统中已有的共
同性，只需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自身文化传统中与其它文化已有的共同性是相对的。西方哲学是以语
言表达和理性超越为核心的“火的哲学”，中国哲学是以直接感悟和情感体验为核心的“气的哲学”
。中国当代启蒙还处于西方近代启蒙到卢梭的阶段，由“怀疑一切”引起了理性的最初反思，这种怀
疑反过来指向了科学理性本身。中国启蒙的这种自我批判使启蒙者走回到启蒙前的中国传统，回到了
非理性。我们没有把自我批判理解为一种思维范式的进化，而只是理解为对某些既成事实的放弃、抛
弃，这并非真正的自我批判，只是自我转移、自我逃避。中国当代启蒙老是停留在启蒙的门口，因为
我们总是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　　作者直言不讳，大学教学评估是劳民伤财、贪腐泛
滥、公然造假。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隐藏着国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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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的必然逻辑。大学应当是克服我们在中小学十几年所受的人格扭曲的好机会。　　巴金的“讲
真话”原则未免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人不可以单凭自己讲了真话而没有讲假话就问心无愧，
有时讲真话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制造灾难，来伤害无辜。更何况人的认识有限，人并不总能辨
别什么是真话，什么只是自己认为的真话。　　西方的后现代、新左派的本意只是在已经井然有序的
民主法制底色上添加一点人情的因素。中国新左派的底色是落后于现代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个人、家
族、特权集团的私情。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在《南风窗》专栏所写的评论时政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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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启蒙的进化》的笔记-第25页

        自由固然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自由要比自由更加轻松和惬意。自由固然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自由
要比自由更加轻松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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