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間思想》第四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間思想》第四輯》

13位ISBN编号：9789869282032

出版时间：2016-4

作者：高士明,賀照田

页数：3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人間思想》第四輯》

内容概要

此专辑的主体内容来自2014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人间思想论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两年一届
的论坛，搭建起一个思想发生和意见交锋的平台，为了那正在缓慢浮现中的“人间思想”。
首届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思想运动报告”，旨在一步步梳理亚洲范围内诸种具有长期学术累积的社会
思想脉络，邀请这些思想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和代表人物进行阶段性总结；透析这些思想运动与其社会
现场的关系，追问其起伏转折的现实脉络与思想根源，对其问题意识、历史线索、发言位置进行深度
理解与反思。通过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现场的报告与回应，我们希望在亚洲思想界切身／返身的交互辨
证中，以心灵感知社会，用情义连接他人；以民间社会的现实关怀和人间情味，去激发出更真切的历
史解释力、更人性的政治决断力、更开放的社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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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士明：
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已出版的学术书籍包括：《视觉的思想》（2002）、《地之缘
：亚洲当代艺术与地缘政治视觉报告》（2003）、《与后殖民说再见》（2009）、《巡回排演》
（2010）、《胡志明小道》（2010）、《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2011）、《行动的书：关于
策展写作》（2012）、《后殖民知识状况：亚洲现代思想读本》（2012）、《进程》（2013）、《从
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2014）、《三个艺术世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百件艺术物》
（2015）等。
贺照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在台湾东海大学（2007）、台湾清华大学（2008）、台湾成
功大学（2009）、日本东京大学（2013）等校客座。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中叶以降中国思想史、政
治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2006 ）、《当中国开始
深入世界》（2013）、《当代中国的文化无意识》（2016），主編的论文集有《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
展开》《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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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貴
香城故事（三）
任强

Page 5



《《人間思想》第四輯》

精彩短评

1、问出了许多关键性的真·问题：比如太阳花运动的分离主义实质，但为何在台一地的左翼力量被
其收编；又或者有一些试图拨开表面仇恨话语的尝试，将占中行为理解为香港本身阶级矛盾被“陆客
”激化，而不是简单的地缘矛盾。溫铁君谈乡村建设，贺照田对“构成性”力量的重视，非常的富有
启发，但也会让人十分困惑。真的是非常好的书。
2、温铁军谈乡建，刘志伟谈华南研究，陈光兴许宝强谈港台左翼，贺照田谈启蒙和革命，赵刚谈“
统一的四年”，还有历史回顾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及亚洲主义。这辑容量太大，值得反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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