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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读百年》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5卷)(上下)》所谓“百年”，原则上是指自1900年以来亦即20
世纪已经过去的岁月。全书分作5卷，每卷约涵盖20年，是皆取其大体时限，而非以精确之年月日为断
。《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5卷)(上下)》收文范围以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出版）者为
主，对最近50年的取材尤其如此。这除了有其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主要还是为了主题突出，视点集中
，亦有容量、体例和现实等方面的考虑。三、《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5卷)(上下)》所
谓“社会人文”，主要是指带有时代“思潮”性和现实“热点”性的内容，即便这类内容，也只能择
其要者，以其代表性及时效性为主，而非仅仅从科学性和学术性着眼。因此有些与正常社会人文发展
明显相悖或相反的材料，如“文革”之类，由于它们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人文的
实情，且延续时间较长，也不能不择要录以存真。《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百年(第5卷)(上下)
》所谓“论争”，即包括具有显在论争对象的交锋，也包括设有潜（隐）在论争对象的陈述；其论争
既有关于特定文章观点的，也有关于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和思潮的；当然这里的论争仍以正常的“
商榷”、“讨论”为主，至于一些非常的“论争”（如“大批判”之类），则不妨作为“特例”看待
。另外，入选的“论争”多为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及“风云”气象者。《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回读
百年(第5卷)(上下)》所谓“回读”，约有二义：一是提供文献材料，由读者自读；二是稍作综述，与
读者共读。当然，这应是带有回顾和反思意味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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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次
第五卷
一 人啊！人！？
――关于人、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的大论辩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
美问题
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
人道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原则
为人道主义辩护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恢复和深化
二 思维空间的拓展
――文艺“方法热”
艺术通感的心理内容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
打破传统手法
广收博采，推陈出新
文学艺术面临着一场突破
论文学艺术的魅力
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
耗散结构和艺术创新
要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
科技革命的启示
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
性
研究方法上的三个境界
美学可以用熵定律吗？
一 对批评的答复
方法论放谈
――兼论一元论和多样化
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
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三 谁创造了历史？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
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的信
――致黎澍同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与黎澍同志商榷
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
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
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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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四 怎样从过去走向未来？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
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前瞻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略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
漫说“西体中用”
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
中国近现代新文化浪潮之教训
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思考
《中国文化》创刊词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
论传统文化
传统、西化与俄化
消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传统与实证理性
中国文化传统发展的道路决定于现
代化的实践
文化心态现代化与社会潜意识重构
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
论孟子的“天人合一”观与未来社会
中国传统思想与未来社会
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五 中国当代史学路在何方？
――关于“史学危机”和史学变革的讨论
史学面临着新的转机
史学的革新
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
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
迎接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高潮
古代社会的重新认识
――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
史学理论的危机
史学危机究竟何在？
两代史学家的对话
――全国首次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研
讨会“学术沙龙”纪实
六 回到“人”自身
――文学“本体论”和“主体性”讨论
用心理学眼光看文学
文艺本体论对反映论的碰撞与渗透
当代美学核心：艺术本体论
论文学的主体性
论《论文学的主体性》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从价值论说到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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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
本体论批评与主体性理论的互补效
应
文学本体论的历史命运
论实践主体性、精神主体性和审美
主体性
七 问我？问你？
――“人文精神”的寻思
旷野上的废墟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也谈诗人的愤怒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具体而实在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
现代人文精神的生成
王鸿生 耿占春 何向阳 曾凡
人文理性：作为当前文化反思的一
个话语
八 改革开放姓什么？
――关于姓“资”与姓“社”的论战
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
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
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
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姓“资”姓“社”问题
――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体会
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命题
――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思考
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兼论作为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九、要不要告别革命？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若干重大原则和是非
问题的争论
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
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
爱国的坐标
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
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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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
清除殖民文化心理，挺起中华民族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
则性争论
十 重新发现的欣悦与沉重
――新时期以来的“鲁学”
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清醒的现实主义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提倡启蒙 超越启蒙
《呐喊》、《彷徨》综论
偏师借重现代派
――鲁迅与五四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面对命运的启示
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
重读鲁迅
有一个人永远不死
鲁迅如何被利用
鲁迅是一块老石头
十一、世纪末的“消解”
――“后现代”的到来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
的挑战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
哲学――为人类精神寻找“家园”
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
义辨异
在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上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
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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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啊！人！？——关于人、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的大论辩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
同美问题作者简介朱光潜，笔名孟石、盟石等。1897年生，安徽桐城人。192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等校，并获硕士、
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长、武汉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北京大
学西语系主任及文学院长等职。建国后一直为北大教授。1986年去世。著有《悲剧心理学》等；译有
《美学》（黑格尔）等；有《朱光潜文集》行世。我国解放的三十年中，文艺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繁荣
景象，但发展道路是崎岖曲折的。这期间，有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对文艺
界施行法西斯专政长达十年之久，对文艺创作和理论凭空设置了一些禁区，强迫文艺界就范，造成了
万马齐喑的局面，滋长了一些歪风邪气，败坏了学风和文风。粉碎“四人帮”之后，局面才日渐好转
。但对过去形成的一些禁区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是和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不合拍的，是不可能促
进文艺繁荣的。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要冲破的禁区很多。我只就文艺创
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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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重现历史争议，系统而详实，值得收藏研究
2、老公每天在看，相信里面有很多值得哲学研究和探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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