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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前言

我是1979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专业是现代西方哲学，到今年刚好三十年。在此
之前，我是四川师范学院1977级数学系本科生，入校不久得到学校批准，破例提前、跨专业报考研究
生。当上研究生并不能算成是学术生涯的开始，但当初社科院的研究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课程学
习很不正规，因为社科院不像大学，没有教学传统，但发表文章和论文的情况却很普遍，因为导师们
都是专家，而且往往掌握了专业刊物和学会。其结果是，如果研究生本来能力强，就容易出成果，如
果基础差，能力不强，那毕业后就很不合格。总之，这里给你的是发挥的机会，至于通过学习增加知
识，却是乏善可陈；这与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程度较为整齐划一，身上明显打上导
师的训练和个性的烙印。所以，我发表学术论文是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就开始了，而且每年都有，自然
，都发表在本单位、本学会主持的刊物上。因为在一开始发表的都是比较专门和枯燥的西方哲学论文
，考虑到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我很难做到逐年挑选文章收入本文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开始，我介入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在专业之外也写一些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思想性文章和文化、时事评
论，可读性尚可的文章才多了起来，收入这个集子的主要是这一类文章。回顾近三十年的著述，我很
重视三篇小文章，想在这里加以说明。一篇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9期上的《马克思的异
化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不过它不是在处女作的意义上值得专门提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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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内容概要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
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
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
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
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
、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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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作者简介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
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
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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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章节摘录

一九八〇马克思的异化观《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4期、第8期和1980年第2期共发表了三篇论马克思
异化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种
有益的推动。韩学本同志的《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念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力图把马克思的异化
观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联系起来，文章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问世以来苏联和东欧哲学家对马克思异化观的评价。但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
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的异化思想，在内容上和费尔巴啥的异化学说有根本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说的异化，指的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人本主
义哲学和宗教批判范围内谈异化，而是指现实世界的经济事实，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为他最后建立
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二，异化的主体不是脱离历史和社会条件的抽象的人，而是受资本家
剥削的工人；第三，异化的扬弃不是靠认识自己的本质和能力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而是要靠消灭私有
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手稿》中，并没有抽象空洞的爱的说教。从这三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
异化观具有十分强烈的革命性。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带有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而把马克思
的异化观归诸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是用费尔巴哈的
术语来说明的，就说马克思当时的异化观是不成熟的思想。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把共产主义称为“自
由人的公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
点上的说法和《手稿》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的异化思想，绝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
学遗留的一条尾巴，而是马克思建立革命理论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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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时代同行》：生命历程的睿智表达 自由灵魂的深情歌唱陈家琪 陈嘉映 陈建华 陈思和 甘阳 葛剑雄
葛兆光 何光沪 何怀宏 江晓原雷颐 李公明 李辉 李庆西 林贤治 钱乘旦 钱满素 钱理群 秦晖 孙郁萧功秦 
许纪霖 徐友渔 余中先 查建英 郑也夫 止庵 周振鹤 朱学勤 朱正琳倾情推荐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
信念，一种姿态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特殊时代的特
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

Page 8



《与时代同行》

精彩短评

1、挺一般的⋯⋯
2、徐大师是作品我一直都在关注，他对当下的文化持有审慎的态度，对许多社会现象作出点评，一
针见血！振聋发聩，如醍醐灌顶！
3、自由主義的代言人。
4、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行(&quot;(&quot;
5、很奇怪，读的感觉，不像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更像是看故事，一个人的故事书。三个多月前买
这书时，肯定不打算看故事的，但现在我想把这个系列当故事读。
6、没怎么看懂的样子.
7、时不我与，但是时代需要英雄
8、其实主要是因为听过一次友渔先生的讲座 所以买来书读读
9、文字就和人一样 毫无杂质
10、徐友渔算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愧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一
11、2010-10-06;翻了一遍。不是那么有兴趣，就不读了。
12、还行，适合精神洁癖阅读。严复那篇很有意思，后面的叙述中也发人深思。
13、两周读完 除了两本集子好像其他书不怎么买得到 功底扎实 有干货 记忆力好 能围绕焦点谈问题
14、前面部分都是学院派的哲学论文，比较枯燥，后面的文革文章和自由主义类文章可读性强一点，
作为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行动者，努力对时代产生影响，虽不易成功，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
15、徐老师的书 一直都很喜欢⋯⋯ 期待这套书 更多的种类
16、需要很高的知识基础，冲徐友渔买的
17、前三分之一部是纯哲学,较晦涩,后三分之二则有较多时代内容。其中对王安忆话语的评论,再次发
觉常识对于读书人的意义。
18、写的很好，，就是有时读不下去，或许是本人知识积累有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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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徐友渔文《学术与生命的意义》（摘录）“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
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
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作为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者，我清楚后现代主义和解
构主义登陆中国的思想背景。我对这种思潮后果十分忧虑，⋯⋯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和“后”学家们宣
称，启蒙不过是近代西方的神话，科学、民主、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念预设了真实与
谎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预设了普遍的人性，普适的价值标准。这些预设和普遍主义原则其实
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启蒙，按康德的论述，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
权威的束缚。⋯⋯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在中国，理性随时可以离失，科学还需努力坚持和推行，民
主是一个尚待实现的梦，因此，启蒙是数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舞台
热闹非凡，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登台亮相，这些不同
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启蒙精神、现代化导向和全球化趋势表示质疑和不认同。这种倾向令
人忧虑，......惟一能援引的、理智而现实的思想资源是自由主义，对中国人而言，重温自洛克一路下
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很有必要。从正面和建设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和主
要目标应该是达致宪政体制——也需要参考借鉴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学理。⋯⋯“五四”的先驱和主将
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自由主义之花在三四十年代一度开得相当繁盛
，但在本世纪下半叶却销声匿迹。⋯⋯从内部讲，中国近代的革命气氛和环境禀承的是法国的激进主
义和浪漫主义，德国的整体主义和神秘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带宗教情绪的绝对主义和自省偏爱。⋯⋯
我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有兴趣和研究，不论是对古典的休漠哲学，还是对现代的罗素的思想。⋯⋯“
文革”的最大魁力是，其发动者宣称要铲除一切不正义和不道德，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官
僚主义、贪污腐化，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的，与任何旧时代、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崭新社
会。为此目的，需要彻底改造人，塑造一代无私无欲，随时准备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人。这种理想产
生的魁力吸引过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文革”破产之后，西方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仍感失落和恋恋不
舍。对我而言，“文革”犹如一场恶梦。⋯⋯人类永远要警惕那些自称掌握了历史进程规律，手握绝
对真理的人，这种人以历史和人类为名义搞大破大立，实则草菅人命。⋯⋯中国目前还需要思想，不
甘平庸的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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