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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降，历史的顿挫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承担起启蒙的沉重使命，现代性的焦虑又使他们在践
行启蒙时表现得既深刻又激进、既理性又情绪、既进步又与偏执。张宝明编写的《启蒙中国(近代知识
精英的思想苦旅)》从知识分子与启蒙命运这一角度切入，从启蒙与立人、文言与白话、思想与困窘、
话语与权力、自由与正义等话题领域展开讨论，力图勾勒中国启蒙运动的复杂历史图景，在思想性、
前瞻性、当代性中展现知识分子在立人路径的共识与歧义、价值选择的话语与权力、思想博弈的决绝
与困窘，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启蒙历史命运的起落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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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世纪国家级百千万工程人选,河南省优秀专家。
张宝明教授以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尤以《新青年》研究见长，有多篇论文发表。主持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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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世纪回眸：知识分子的启蒙历程
一 启蒙的历史：20世纪前20年启蒙回眸与再现
二 历史的启蒙：20世纪后20年启蒙比照与反思
第一编 立人与启蒙
第一章 人的发现：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传统
一 人的发现：五四新文学史实给定的启蒙基调
二 人之打造：文学倾向与政治意识的较量
三 人学传统：五四文学探源的启蒙意义
第二章 人之导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与学生
一 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
二 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
三 走向：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
第三章 超人理念：知识分子在民主启蒙中的自尊与自卑
一 三反：一个超人时代的到来
二 超人的渺茫：个人主义的困境
三 人力车夫：来自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应
第四章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
一 Humani。m：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二 立人之道：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颉颃
三 百年树人：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的紧张
第二编 文言与白话
第一章 民主意识与胡适“他们”、“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
一“他们”与“我们”的话语尴尬
二 民主意识与精英意识的紧张
三 自立与立人的启蒙两难
第二章“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一 文化社会学： 《新青年》引发的“文白不争”
二 “文白之争”：在自谦与自负两种气质之间
三 残酷的断裂：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第三章 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一 通向大同的路径：世界语与乌托邦理想的升堂
二 “人造的理想”：世界语与现代性的吊诡
第四章 重建阶级秩序：P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一 农民文艺与革命文学之争：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二 小资产阶级改造：文化领域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 文学大众化：阶级改造冲动下的语言乌托邦想象
第三编 思想与困窘
第一章 超越与回归：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
一 国粹情结：以心人世的道德理想
二 力不从心：心力超拔的道德阐释
三 古典人文性情：自我膨胀的精神胜利法
第二章 新文化元典与陈独秀领衔的内圣外王思维模式
一 超越与回归：新青年时代的思想症候
二 现代与传统：陈独秀领衔的启蒙潮流
三 求同与存异：同仁之间的思想互助
第三章 狱中自述与三位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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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传：同是天涯沦落人
二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三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第四编 话语与权力
第一章 唯新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话语规则的确立
一 唯新主义与五四文学的审择标准
二 启蒙心态与唯新主义的话语逻辑
三 审美价值与启蒙观念的颉颃对抗
第二章 思与言：中国近代思想文本的书写尴尬
一 启蒙与表达：近代中国思想书写中的文学修辞
二 文学与思想：不同知识领域话语规则的对抗
三 觉悟与启蒙：关于中国近代说服式启蒙的思考
第三章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话语的再诠释
一 启蒙与革命：两次逻辑命题的历史描述
二 弱势与强势：激进与保守的失衡
三 改良与革命：启蒙引导的两种现代路径
第四章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一 巴黎和会：在公理与强权之间
二 劳工神圣：在体力与脑力之间
三 人道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四 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第五编 自由与正义
第一章 从启蒙到革命：自由王国的道德引渡
一 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
二 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
三 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
四 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
第二章 自由与平等：我们离社会正义还有多远?
一 无法化约的命题：一次必要的历史考察
二 必要的思想辨析：自由与平等之间
三 可怕的直线：谁来对普适性与国情论的吊诡负责?
第三章 自由、平等、博爱命运的世纪考察
一 关键词：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二 严复与孙中山：思想家与实行家
三 胡适与陈独秀：渐进氏与急进族
四 顾准与姚文元：低调的经验与高调的理想
五 观念词：消融在在野与野下的意识中
第四章 儒家传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景
——从中庸的视角出发
一 思想界的自由动向
二 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对接的可能性
三 打捞中庸：传统资源里的一枚人文古币
四 中庸之道的现代诠释
五 自由追求者的精神衔接
结语 一位启蒙后学的心路历程与启蒙言说
一 保守主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
二 激进与保守：在情感与理智之间
三 走向守成：反传统主义的终结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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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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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启蒙历史值得重新思考
2、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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