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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

内容概要

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以个体为本的价值观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唯有在美国文化中，精髓部分的个人主
义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被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得到极度的推崇。然而，作为美国文化和价值
观核心概念的“个人主义”和其他概念一样，在进入汉语语境后，也发生了类似鲁鱼亥豕般的意义嬗
变。其中既有对异质文化的误读，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曲解，更有情绪化的概念界定和诠释。以致它
原有的价值取向最终萎缩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评价，这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日常影响至今仍然如影
随形。
    陈奔等编著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在本人美国史研究方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综合了
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前沿研究方法，力图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理论研究对个
人主义做历史性和客观性的解读。从而还其真实面目。《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融学术性与可读
性为一体，对于深刻了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本质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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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奔，1961年生，福建长汀人。福建师大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华东师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厦门
大学历史学（世界史）博士，厦门丈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中华美国学会中美
关系史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美国思想史与美国对华政策。先后在英国Sussex大学调研（2004年夏）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2006-2007），并曾任教予土耳
其中东技术大学孔予学院（2009-2010），现任新西兰维多利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编译《外国人
看厦门》（2001）和主编《美国人的中国观》（2003）。已发表论文20余篇，在《国外社会科学》、
《厦门大学学报》和《历史教学》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有《美国研究的忠诚》、《关于“反现实
主义者”的“真诚”表达》、《从美国人的家庭变革看其基本价值观》、《从美国的文化外交看英文
化扩张》和《西穷人眼中的个人主义》等主要论文。主持2012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反思
西方话语”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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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个人主义的语义、概念及其他
一、个人主义语义史
二、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
三、关于本文的观点、研究方法及其他
第二章 “个人主义”学术史
一、西方学者眼中的个人主义
二、个人主义研究在中国
第三章 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渊源
一、个人主义的思想渊源
二、革命时期的三大思潮
第四章 爱默生个人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来自本土的民主思想
二、超验主义运动
三、达尔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哲学
四、边疆个人主义
第五章 激情思想家
一、对教会的反叛
二、美国学者
第六章 爱默生个人主义
一、超验主义
二、超验个人主义
三、永恒的爱默生
第七章 爱默生的“自立”观
一、天路历程
二、人是观念的囚徒
第八章 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一、文化和社会矛盾的产物
二、美国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主义
二、对个人主义的再思考
第九章 关于个体的人的思考
一、关于美国自由的诠释
二、在自由与平等之间
三、个人与群体的平衡
四、对个体的人的思考
结语
参考文献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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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爱默生的自立与其说是把人从各种传统和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如说是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
选择。自立宣告了人对上帝的独立和个人对社会的独立。爱默生的自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自
立把人性和神性同等看待，宣扬了人性，为人们提供了信仰和选择。另一方面，自立的立足点是个人
，它对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专制构成一种抗衡。基于自立，人至少可以在精神上从各种有形无形的桎梏
中解放出来，人现在可以有理由不去盲从任何既定的规范和教义，甚至原则。爱默生提倡的独创性、
不顺从、不厚今薄古、注重行动、注重活的灵魂都是以自立为基础。人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人
必须自立自救，自己做出抉择，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立也就是一种独立。如今
自立已成为美国民族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而在19世纪爱默生提出自立，更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
义，它标志着美国不依赖欧洲，标志着美国精神的独立。②　　爱默生个人主义的部分力量正在于他
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执著和固执。他的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孤立和自信，并不自相矛盾，这仅仅是
强调他的个性。有时他能坦诚地容忍个人自信的过分夸张。③但在美国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爱默
生个人主义无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兴未艾并开始
吞没个人，爱默生是在为个人呐喊。爱默生个人主义的意义在于通过提升人的灵魂和精神来战胜物质
主义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制中的多数专制对个人的压迫也日趋明显，提倡个人主义旨在
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于是，个人主义从作为被压迫民众反对专制的产物转变为对抗压迫者的武
器。　　个人主义在从欧洲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从理论到实践
的转变。它在美国的成功表明个人主义被接受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平等机制和个人机会等诸多
因素。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欧洲正回荡着“共产主义幽灵”时，美国人却在为个人主义的成功欢呼雀
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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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分钟左右翻阅过去，获取关于个人主义的有效信息即可。
2、老师推荐的这本书,对我真的非常不错!
3、差劲 装帧 错字极难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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