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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内容概要

本书对现代性的概念作了多个层面的内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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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精彩短评

1、这种书的最大好处在于读完过后总是隐隐觉得已经成为该领域当仁不让的专家了。汪民安的文笔
相当赞。
2、非常不错的入门读物。全书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进行叙述，并引出各位哲学家的观点（尽管
介绍得确实太过简略），是一种不错的组织思路。前半部分条理清晰，文笔流畅；但是从文艺复兴之
后就稍显拖沓，有较多的重复之语，不复一针见血。
3、“现代性”概念初级导论
4、“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这就是我心
目中的“现代性”。
5、多层面简要分析“现代性”，还是颇有启发
6、作为入门读物还是很清楚到位的！
7、以此小书作为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阅读的开始吧。
8、很轻灵的一本小册子，有可以随时拿来翻阅的快感。很喜欢现代生活这篇，以前很多困惑的东西
在这里都能找到一种令人接受的解释。 
9、这本小书完整地收在《现代性读本》里，可以不必单买。回想第一次读后的兴奋，那个激动啊啊
啊啊！汪民安的文笔，大爱！
10、内容与可读性兼得的小册子
11、简明扼要，不错的入门书
12、这种现代性，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
13、第二遍
14、现代性的学术谱系，围绕现代性的诗学、经济、政治哲学等关键脉络，串联起了很多重要思想和
著作，超级棒的小书，很适合作为书单索引，也可以读完其中重要书目后，回归历史语境理解。
15、作为入门读物，善。
16、非常推荐的一本关于现代性的入门读物，文献综述的典范，文笔优美，架构清晰。读书会必备良
品:)
17、入门读物，无甚新奇，只不过把理论罗列而已
18、简短的小册子，文笔很好
19、言简意赅
20、为什么才印4000册⋯⋯
21、关于现代性的学术谱系
22、| C91-02 /W28
23、对现代主义有清晰的整体把握，文采和对原著的熟悉都很好
24、二刷
25、啃了三天的小册子，像是文献综述的梳理了一遍，作为接下来关于现代性阅读的起点。算是大概
有了个待填充的框框。或许要从16世纪开始梳理包括哲学、历史、美学等内容才能理解难以被定义只
能叙事的庞大的现代性。读完也无比感念，之前孤立地理解像是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是
多么浅薄。
26、寒假读毕。基本上就是作者总结大神们的观点。
27、读这本书后才知道，课堂摆弄三年的现代性是啥 以及曾纠结一学期的卢梭的价值在哪
28、图书馆里落满灰尘的角落，恶补上课走神的时间。。。
29、忽然想到一个词：理论的驯化
30、入门读物，梳理几个世纪历来“现代性”理念的发展历程，语言比较通俗，适合阅读。
31、其中一星献给优美的文笔和流畅的表达。
32、天天说现代性，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谈论什么层面上的现代性？
33、简明扼要
34、思路清晰，讲的是人话。好书。
35、微博推荐，想读。
36、文化研究入门可看，基本上是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缩影，介绍得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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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37、标注一下，以前看过，很不错的小册子，重从体验分析现代性~
38、比刘小枫的又臭又长要明快地多
39、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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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精彩书评

1、在扯淡剪不断理还乱的“现代性”之前我想先说说今年高考的语文试卷。现代文阅读第一篇《应
该认真对待文献综述》，看得我点头称是；第二篇是选自林海音《城南旧事》的《冬阳·童年·骆驼
队》，也是我喜欢至极的好文章。尤其它的结尾，长大后的小英子说：“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
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最后的作文是人神共愤的
“被舍弃的微光”，上海文艺腔啊，呵呵后，不过俺还真的好喜欢这作文题啊。言归正传，汪民安的
《现代性》是一本非常出色的文献综述小册子。它建立了一幅学术谱系图，不仅仅是罗列和陈述“现
代性”的相关理论和前人思想，更能够将种种理论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中。作者具备高超的理解能力和
概括能力，准确地找出了各种理论之间的衔接点、分歧和共识，还将众多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归类。因
此，正如高考那篇现代文阅读所言，好的文献综述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是
在重复别人，而是在说出自己。现代性这个词本身就概念含糊指代不明，看完这本小书，我得到的印
象是“现代性”是16世纪至今欧美文明国家的社会存在状态。既然是一种存在着的状态，其内涵和现
象必然丰富至极，难以名状，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从来都是一本XXXXL号天书。既然是16世纪至今，
那么没有盖棺定论的状态尚难以使用精确的语言描述指称，于是为了表示与“古典”的二元对立，暂
命名为“现代”。16世纪是“现代”，21世纪仍未脱离那个被称作“现代”的传统，在这500年间，“
现代性”中埋藏的自我冲突自然而然地渐渐浮现。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先谈论了什么是现代生活，
旁征博引了一堆已然作古或活蹦乱跳的大家们的说法，例如波德莱尔、哈贝马斯、西美尔、爱伦·坡
、马克思等等。我从中得到了对于现代性的若干印象关键词：都市化、世俗化、短暂、偶然、过渡、
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丰富、孤独、迷失、焦虑、断裂、动荡、混乱、矛盾性、两面性、冲突、
挣扎⋯⋯这些词描述了现代生活各个断面的特征。从具体的现象出发，作者的综述开始向问题的本质
深入探寻。现代性的社会存在状态最先也最主要出现在欧美文明国家，之后才逐渐席卷全球乃至影响
一大部分人类的生存方式，于是现代资本主义首先中枪。现代资本主义是现代性这个大状态中包容的
一个层面，它也千丝万缕地牵连到其他层面，那么它的根源在哪里呢？作者主要综述了韦伯、马克思
、桑巴特、福柯等人的说法。韦伯和马克思的观点都自成一体很有道理，但出发点完全相反。韦伯认
为新教伦理锻造了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爷爷的想法么大家都背得很熟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开端。韦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发现了西方理性主义传
统的独特根源，现代资产阶级是被观念性的理性锻造出来的，现代性是社会合理化的过程，理性是用
于祛魅宗教神圣性的利器；而马克思爷爷觉得，资本主义是从工业革命、技术生产力的飞速提升、劳
动力的商品化开始的，它使得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把一切神圣感情都湮没在了利己
主义的冰水之中。不过他们都赞同，现代社会祛魅般地摧毁了过去的神性原则，转向了金钱至上的世
俗教义，人们奔忙于可见的现实利益，不再那么热切渴望来世的幸福。桑巴特在汪民安的书里像个路
人甲，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来源于奢侈品消费的生活习性，不过这种逻辑自身漏洞较大，也未能准确
描述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福柯兢兢业业地坚持现代性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他看待此一
问题的视角和马克思、韦伯二人完全不同。大家在纠结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的时候，他顺着尼采的手
指把目光投向了权力。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明了新的权力技术。现代社会对身体的
惩罚技术，就是规训，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训技术和手段，目的是制造有用的人和有用的个体，并服从
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古典的是巧取豪夺的、强征的、压迫的、暴躁和粗鲁的权力；现代的是激励
的、生产的、创造的、投资的、管理的权力，这种根植于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权力技术的差异就是资本
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来源。（附：此处韦伯还种下了一支伏笔：机器生产和物质产品连同生产制度
一起，组成令人遗憾的“铁笼”。当理性从一种提高效率的形式手段变身为目的本身的时候，人将反
过来被工具主宰，因此理性走向极致便是非理性，这是现代性的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是现代性非常
重要的社会经济存在方式，韦伯、马克思、桑巴特、福柯等大牛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这一“社会存在”
的起源，然而经济制度的存在必然伴随着与之相连的“三观”和政治制度，因此作者又整理了现代观
念的思想发展历程，此处的出场人物有：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培根，笛卡尔，康德，福柯，
休谟，亚当·斯密，卢梭。这一章和列奥·斯特劳斯那篇著名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思路相似，讲
的是现代性中的政治哲学，但相对我的理解能力而言汪民安的表述更清晰。古人认为，德性是最高目
的，最好的政制要有利于德性的实践。在古人那里，人的自然本性——德性——善——是一种自然秩
序、自然法则、自然尺度，而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或激情。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完成了政制和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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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乾坤大挪移，使德性屈从于政制，呼吁用人的意志操纵政治社会。在这里我们更能认识到16世纪文
艺复兴“人的发现”的意义，将现代性的开端定位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点不为过，对人的主体性
的强调正是现代性的内核。霍布斯开创了“契约论”的传统，他同意古人所说政制要基于自然法则，
但将自然法则的概念改头换面。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则不再是古人所谓的超验的善的自然本性，不
再是对人有约束力的客观秩序，而变成了人的自保本能、欲望和意志。因此霍布斯的自然法则实际上
是人的自然权利，霍布斯的思想推进了马基雅维里对人的欲望和激情的强调，从中我们隐约看到日后
自由主义的光芒。霍布斯的契约论是与一个强大君主订立契约，人们放弃自律权，心甘情愿接受这个
人间上帝的管制。洛克则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他将自然权利的内容从人的自保本能变成财产权，
他让霍布斯的君主退位，召唤出一个分权制现代政府的雏形。17世纪在风雨飘摇中形成了现代国家的
观念，这是一个世俗的被人为谋划的国家，是个人的权利意志的集合体，其合法性源自同意性的契约
。于是作者总结道：“如果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现代性的标
志之一，就是内在于自由主义的自然本性的世俗泛滥，就是各种私欲和意志被赋予了正当权利，就是
将权利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就是将个人价值凌驾于整体价值之上。而这，终将引发一盘散沙的虚无
主义，现代性的动荡危机由此而生。”前一章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一章讲述的是自由主义的
思想脉络；资本主义是经济形态，其根源驻扎在宗教改革，自由主义是政治形态，它的根源显然是文
艺复兴。享乐而自尊的人文主义者，从思想和政治上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劳作而苦行的新教徒，则
从经济和生产上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先驱。人，在马基雅维里的文艺复兴时代被发现，在路德的宗教
改革运动中从教会解放出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又将替代信仰的理性悄悄召唤而至。哥白尼发现地球不
再是宇宙的中心，对人对神都是巨大的打击，然而随着自然的规律性能够为人认识和驾驭的观念深入
人心，历史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外的第三个角度开启了人类中心论，到培根和笛卡尔的17世纪，
人类理性开始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唯理主义的理性认为理性是人的先天能力，是心灵中固有的可以演
绎推论的理性能力。经验意义上的理性则认为理性源自于从经验中的发现真理的能力。两者争论不休
，培根洛克休谟blabla对阵笛卡尔莱布尼兹blabla，不过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分歧在只是在理性的来
源上，在人性的确定方面，二者享有的都是反天启的人类理性观。主体——无论是经验主体还是理性
主体——从自然的背景中脱颖而出，并骄横地站在其对立面，这是17世纪共同的显赫图景。康德将摆
脱权威、敢于认知的勇气视作启蒙的品格，福柯也从启蒙的气质角度来理解“现代性”：他认为现代
性不是一个历史时段，而是“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
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气质的东西。”启蒙气质的
核心是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是爱憎分明的充满决断的取舍精神，而非妥协调停式的犹豫的基督教人
文主义。亚当·斯密将种种思潮汇集成的个人主义至上观念引入经济领域，认为个人应该有充分的经
济活动自由，市场只需靠“隐形之手”进行自动调节。由此，洛克开创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偏向了经
济领域，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到这里能够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被理解。到此大致是现代
性的第一次浪潮，从马基雅维里在政治上呼应文艺复兴开始，标志性特征是认为政制从属于人的自然
欲望。第二次浪潮的石块由卢梭投下。霍布斯式的从属于自然的人是被欲望主宰的，是自私自利的、
残暴的人，卢梭对此大加反击，提出一种新的自然人性观。《社会契约论》的开篇有句大家都背得出
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卢梭的世界里，自然状态仅仅意味着人的两种
基本激情：保存自己的欲望和对自己的同类的苦难的某种同情或怜悯。自由是这种自保而有同情心的
人性的先天产物，然而文明社会的私有制构成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用奴役和枷锁束缚了人类。（啊
，有种性善论和性恶论躺着中枪的赶脚啊！！！虽然延展开来的相关政治制度复杂了好多倍= =）卢
梭为此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公约的形式：“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
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
往一样自由。”在此，个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主权者，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
家的成员，因此这种国家模式就是“共和国”。霍布斯的契约论传统在此被后人各取所需：洛克抛弃
了他的绝对君主，走向自由民主的分权政府；卢梭则采用个人积极参与的“普遍意志”代替了他的绝
对君主，绘制出共产主义的最初雏形。因此，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
义成为现代世界比肩的三大意识形态，延续至今。在前几章中，现代性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都讲的
差不多了，作为现代性社会文化特征之一的民族主义就站到了风口浪尖。盖尔纳从经济的工业主义的
角度解释民族主义的来源：民族主义诞生在传统家庭生产模式向现代社会工业机器生产模式的转变过
程中。工人的流动性使等级秩序和障碍消失，同时社会分工需要技术上的专业能力，这种能力仰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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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教育。教育给了人们一种共同沐浴的文化，社会成员由此得以呼吸、交流和生产。于是，工业
主义—文化教育—国家的逻辑过程，其终点便是民族主义。同质化的文化是通过国家，并且在国家内
部被保存。除了盖尔纳的经济角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文化体系角度对民族主义作出的解释是：
民族主义的出现源自于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宗教共同体和王朝在历史的浪潮中身退谢幕，对于人们
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观”：新的时间观，是本雅明式的
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一种过去与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在这种横向的同时性
中，宇宙和历史，世界和人类并没有区分，人们按照共同的时历标准，来判断他人和事件与他的同时
性。对应的是从前宗教共同体中的时间观，也有同时性，但这种同时性是纵向的，是与时间并进的，
是预兆性和启示性、垂直地关联到神谕的，这种时间观必然指向上天的神的一统性。此外，印刷资本
主义的出现，也决定性地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观念。全民享有的共同的书面语言的印刷刊物加强了民族
成员间的关联印象，尽管互不相识，然而能够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后（终于最后了，写不
动了T.T），作者讲述了现代性的内部冲突。现代性的经济基础是英国工业革命，政治和意识形态基
础是法国大革命，其表现是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反现代性的主张主要有三个层面：①政治
经济上——共产主义；②文化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③哲学上——尼采、海德格尔、德里
达blabla⋯⋯啊，真心写不动鸟。。。内部冲突你就先一边凉快一会儿吧= =为了凤头猪肚豹尾，我来
抄一个大气璀璨上档次的意味深长的结尾：“这样，今天的思想事件是，要么像列奥·斯特劳斯那样
，以回到古代并且将古代神秘化的方式来拒绝现代；要么像哈贝马斯那样，充满信心在现代性传统中
来改造现代，将现代性一分为二，然后去芜取精；要么像福柯和德里达那样，对现代性失去耐心，最
终毅然跨过现代性，来到一个全新的蛮荒之地，并承受着飘摇风雨般的打击。现代性，正是在这里，
踏上了末路。”（全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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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性》的笔记-第6页

        到此，我们看到了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它是一种同中世纪决裂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我们
有时将这个现代进程称为现代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观念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
这个进程一波三折，到了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也就是说，到了现代化的成熟时刻，
它逐渐累积起来的形象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
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置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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