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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
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近年来
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
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
著）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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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化热后的分化与思考
2、　　   人究竟是不同与动物，有着纯精神的追求，这一点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与社会的世俗化而消
退。中世纪的人是目的理性，追求精神生活而鄙弃物质生活。自世俗化以来，人类转而追求工具理性
，人类的物质财富是大大的丰富了，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超越性价值（意义）的追求。然而正如
很多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大盛以至于忘记了对意义的追寻，比如消费
主义的盛行，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等。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政治成了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而一
般民众则将其寄托在各种迷信的命运中。
3、有思想深度，文字不晦涩，分析比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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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究竟是不同与动物，有着纯精神的追求，这一点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与社会的世俗化而消退。
中世纪的人是目的理性，追求精神生活而鄙弃物质生活。自世俗化以来，人类转而追求工具理性，人
类的物质财富是大大的丰富了，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超越性价值（意义）的追求。然而正如很多
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大盛以至于忘记了对意义的追寻，比如消费主义
的盛行，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等。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政治成了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而一般民
众则将其寄托在各种迷信的命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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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寻求意义》的笔记-失落了的终极关怀

        民主一为中国人所接受，就立即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信仰，被赋予各种各样理想的、浪漫的乌托邦
色彩，似乎在民主这片乐土中，人间的一切苦难、不合理、不公正都会化为乌有，民主成为千百年来
中国文人“大同梦”在近代的最新拷贝；不仅民主自身可能蕴含的“恶”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将民
主所要维护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也束之高阁。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体系中，接受的只是工具性
的“民主”，而将真正的目的——“自由”拒斥一边。

2、《寻求意义》的笔记-自序

        人们的社会性格从传统导向型向自我导向，进而发展成为他人导向型，在前工业化的传统社会，
传统导向性人格接受的古老的规范和仪式，人们的行为都被文化传统限制了，工业化之后，自我导向
，随着物质越来越丰富，消费主义代替了禁欲主义，如何对待他人成为问题的焦点，这样就他人导向
人格。没有自己固定的价值和观点，一切随着时尚和流行意见转移。
九十年代，对着工商社会在城市中奠定基础，一种全新的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洗涤一切，成为主潮。大
众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消费至上，愉悦之上。无处不在的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消逝了，借助于个人审美的乌托邦也被戏剧化了，代而起之的是满足即刻感官冲动，寻求现实心理满
足，愉悦日常生活的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整体性的消散。第三个是深度感的消逝。第四个是普遍化的高高效应。

大众文化的产品像工业社会的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借助大众传媒以标准化的模式批量生产，用于满足
大众文化的精神消费，愉悦、刺激大众平庸的日常生活，像畅销小说，通过与商业的强有力联姻，迅
速蔓延到社会角落的每一处，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左右着大众游移不定的消费趋向和审美情趣，
甚至成为一部分都市青年赖以生存的日常宗教和世俗信仰。

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是人类自己创造但是当人置身于此的时候，丧失了
自己的主动性，成为文化工业的受众。
表面上看，工业社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早在他做出选择之前，他已经被选择了。如同社会学家里斯曼
所描绘的，已经成为他们人引导型的人。广告摆布着他的思维，操纵他的决定，他完全失落了仅仅属
于自身的价值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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