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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辨理性的符号迷失与文化创新的大实践境域:从大实践境域和信息理性的角度鉴别会通古今中西》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结，收录并改编了作者近几年的一些论文。第一部分主要是用大实践境域的
信息理性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涉及资本与符号的形而上学联盟问题、形而上学的实践根源问
题、当代西方哲学的悖论及其在大实践境域中的信息化消解，最后还讨论了贝克与吉登斯社会学自反
性观念的哲学意义。第二部分是用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儒、道、墨的异同
与互补、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与民族性特点，以及在古今中西相互融通的境域之中对传统文化诸多
范畴如中庸之道的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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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部分 被缚于资本与符号的“神圣联盟”的哲学理性一、非形而上学时代的逻各斯幽灵二、从
语言游戏到符号的圆舞三、从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角度看分析哲学的意义、指称困境四、西方消费
社会的资本——符号迷宫及其逻辑关系五、复杂实践情景中理性的多维渗透与自反第二部分 传统文化
综合创新的大实践境域一、从大实践的境域看儒、道、墨的异同与互补二、文化哲学“一”、“二”
、“三”三、中庸与华夏文化四、道得天人际主遗六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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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华文化务实而西方文化理性”，这是学术界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一个基本的共识，而在《思
辨理性的符号迷失与文化创新的大实践境域》一书中，作者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力图发掘其中的未
尽之旨。任何文化比较都有哲学观念的引导，从哲学的、理性的、思辨的视角剖析中西文学之精要，
用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融通古今中西，成为此书贯彻始终的主要脉络。书名以及副标题略长，初读
甚至有些拗口，然而，仅从书名和副标题着眼，便可分离出该书关键词：思辨理性、符号迷失、文化
创新、大实践境域、信息理性、古今中西。足见其跨度之大，信息蕴含量之丰富。各要素相互影响共
同形成有机整体，一个环节的断裂或者破坏，势必影响到另一个环节的衔接与运作，因而需要彼此的
融通。全书第一部分主要用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形而上学成为横亘在
现实与理性之间的鸿沟，海德格尔曾感叹：“对形而上学的尊重甚至在克服形而上学的意图中也很普
遍。”现实理性与现实超越的二难；生活与符号相互去现实化令人担忧；非形而上学时代的逻各斯幽
灵无处不在；生活与语言转向半途滞留；重视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英美分析哲学也陷入了指称困境；西
方消费社会的资本也走不出符号的迷宫；自然科学试图凌驾于社会科学，社会理性力图驾驭自然理性
。一系列问题触目惊心，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符号迷失的状态。正如作者所言，“符号化已经成
为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标志，没有了确定性，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未来⋯⋯一切都落入符号的
掌控，只有时装展览式的标新立异，而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基。”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
演》[ii]中也提到：“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
消费，相应地，符号学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二十一世纪，整个社会充溢着各种各样的符号
，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作者提出的“思辨理性的符号迷失”不无道理，发人深省。第二
部分通过对传统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对比分析，得出三家的异同与互补之处。与西方文化类似，
中华文化也需走出认知的形而上学悖谬，走向信息的大实践良性互动。从“一元性”的古代文化哲学
到“二元性”的近现代文化哲学，再延伸至“三元性”的当代文化哲学，沟通古今，纵横驰骋。同时
独辟蹊径地将“中庸”这一传统的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思想行为方法和人生态度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作
者笔下，“中”即现实实践理性，“庸”即对实践高度开放的态度与努力，二者互寓。作者由此推演
出，文化复兴与创新必须走中西融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实践与理性互相融通的道路。
该书亮点有三，一是作者用新的哲学观点来分析诸种问题，哲学本是一种闪耀着理性与思辨性的科学
，它能够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二是作者涉及的内容跨度之大，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多，极为少见。三
是对儒家、道家、墨家传统观念的新解与阐释。然而，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内心却又升腾起几朵疑
云。作者提到资本——符号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符号在物欲权力网络中肆虐，符号化成为人类
社会从物的依赖关系转向全面实践互动之前的一个异化阶段，“符号游戏”、“符号迷宫”这样的词
语数见不鲜。作者似乎更多地关注于一些现象和表征，而未进一步论及现象掩盖下的本质问题。赵毅
衡先生在其著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不惜花专章讨论“当代社会的符号危机”，分析危机的成
因、特征和影响，言辞凿凿，振聋发聩。他的部分观点也许可以借鉴，并用作此书的有力补充。面对
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作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指导，实现实践与理性在文化各个层面的
融通”，这一观点仅相当于哲学中的方法论，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当务之急，更有待于文化工作者
的进一步践行。作者之思，读者之思，该书既有闪光点，又有可再商榷之处，见仁见智，一切尽在细
读此书之后。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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