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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价值取向的现代转换》

内容概要

人文价值取向的创造性转换，确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技时代。科学发
展整体脉动，无不源于人文思想的触碰；人文思想的魅力不仅在于它对科学空间的拓展上，更在于它
对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更新与思维品质的提升上。
我们同时也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同样需要一种人文准备与价值导向，它不仅体现在制度文
明的建设上，也体现在正义与道德之善的新的求索中。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基本义理观，中篇为人文协变观，下篇为人文教育观。基本原理要靠“
协变”来实现其人文价值取向的现代转换，而人文教育则是一个重要支撑，是成就前二者的根本途径
。对人文的历史探询、现代启示及其价值转换作者做了深刻的考察与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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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篇 基本义理观第一节 中西人文思想源流及其意义第二节 现代科学与人文价值取向的统第三节 
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内涵第四节 交往——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的新人文价值取向第五节 道德价值取
向的现代延伸与深化第六节 当代我国“人学”的人文价值取向中篇 人文协变观第七节 孔子仁内礼外
、相协统一的礼学观第八节 易传的协变辩证及汉儒“五行”思维的协变特征第九节 朱子调和世界观
中的协变义理第十节 王夫之的协变史观第十一节 牟宗三“文化生命观”中的人文协变意义第十二节 
儒家协变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与西方思想的相合之处第十三节 儒家协变思想对科学技术、生态伦理及
“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意义下篇：人文教育观第十四节 人文教育：理念、必要性及其方式第十五节 
儒家人文教育观的内容与方式第十六节 道德教育的本质性思考第十七节 知识经济与人文教育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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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具有批判性涵义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基础
当然是对话，如果有一个共享空间，相互间的交谈就可平等地开始。哈贝马斯没有满足于1962年即已
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而是在此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将法律、道德、政治一齐纳入其交往理论中。他
在]992年出版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展示了他极为广
阔的现代视野：“只有在现代中，政治统治才可能以实证法形式发展成法律型统治。政治权力对于法
律之内在功能的贡献，也就是对于行为期待之稳定的贡献，就在于确定一种法律确定性。”然而更为
重要的是，“法律也必须作为正义的来源而始终在场。但是，如果法律被用于任何政治理由的话，这
种正义来源就会出现枯竭”。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和“交往权力”同源地产生于那种众多人公开地
赞同的意见。他的这种将政、法、德系统观之的“交往理性”，对于当代数字化生存走向是极有启示
意义的。毕竟，“构成生活世界的，是一个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中分叉开来的交往行动网络。生活
世界对文化信念和合法秩序之源泉的依赖，不亚于它对社会化了的个体之认同的凭靠”，而“社会化
了的个人，若无法在通过文化传统而表达的、通过合法秩序而稳定的相互承认关系中找到支持，就不
可能作为主体而维持自己一一反之亦然。作为生活世界之中心的日常交往实践，同源地来自文化再生
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社会和人格互为前提”。在道德文化整体中，法律既
是知识系统又是行动系统。显然，“数字化生存”的挑战，要求我们以新的人文价值观转换的成功，
来获得新生活方式的建构性调适。　　2.全球化生存与个人化时代的统一　　在尼葛罗庞帝看来，数
字时代的特征，是大众传媒这一公共领域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
“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所以他向人们宣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　　⋯⋯

Page 4



《人文价值取向的现代转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