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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

2. 主导思潮

+ 现代主义思潮 (Modernism)

1890-1950：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其中按照形式和表象，又可分为：象
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意象派和超现实主义等。 
+ 后现代主义思潮 （Postmodernism）

1960-1990：继续非理性主义为本质的现代主义思潮，更进一步为解构主义(Deconstruc sm)，反既
定的传统理念和惯例，更加突出个体性和独特性；如女权主义（Feminism）在哲学和神学上，体
现为相对主义和多元化价值取向，更加接近类似东方哲学传统的老庄和禅宗境界。

反传统；反理性；反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一切道德规范和说教；反教会和世界性宗教的训诫
和体系；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去探索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孤独和疏离等现实问题；他们将欧洲
工业文明带来的个体性存在问题从社会、经济和商业化世界秩序及贫困等社会问题视野中去思考，
以倾覆启蒙运动以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和传统价值观为外部特征，批判性地思考人性问题。

+ 现代性问题 (Modernity): 现代文明的基本特性通称；

自中世纪结束以来，从文艺复兴；唯理主义；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实证主义和科学理性，
伴随着欧洲发生的各类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
权利法案、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宪政与民主等等普世价值观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主
导趋势和价值取向。其中，现代文明中的工业化、世俗化、民族主权国家、理性化、法治、
宪政和言论自由等等人权规定最具吸引力。

3. 马克斯· 韦伯 (Max Weber, 1864 - 192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他确认，合理性（rationality）是形成西方文明所有的组织化（institutional）的
社会形态中的唯一的独特的力量，如在经济、政治制度、宗教、家庭、阶层化系统
（stratification system）及建筑和艺术：音乐、绘画和雕塑等。 

 Ideal type （理想类型）

 合理性化的资本主义：
近代随着宗教改革所出现的资本主义源自日内瓦的加尔文改教，并通过英国圣公会
内部的加尔文主义者，即，清教徒（Puritans），在近代欧洲各个方面建立起合理
性化的资本主义。

这一合理性的因素取决于加尔文主义将圣奥古斯丁的预定论（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edestination）和圣托马斯主义的自然神学观及马丁路德将中古教父传统
中的“圣召”(Calling)做出重新诠释而奠定的清教主义世界观等，这些因素在宗教改
革时期如何解决个人获得救赎（Salvation）恩典的确信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伦理
理念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s）。

 在其名著《作为一种圣召的政治学》(Politics as a Vocation), 他提出历史上所有类型既
存的统治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传统型（Traditional）; 合
理性的法治型（ Rational - legal）； 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确立的是第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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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的结构是官僚体制（Bureaucracy），即依靠合理性的法律和法规，而非个人的魅力
与道德，来建立稳定的秩序，组织最大效率的工作和达到最大的收益，同时，一切政治行
为都必须在法律和法则的规定下获得制约和监督。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e and Value Rationale, or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两大影响巨大的思想家：韦伯与尼采， 他们的取向完
全相反。

+ 推荐给予特别注意的大思想家和历史人物：

约翰· 加尔文 (Jean Calvin, 1509-1564)；亚伯拉罕· 凯波尔（1837-1920）：卡尔· 巴特   (Karl 

Barth，1886-1968)；约翰· 斯托德  (John R. Stott，1921-2011）；本笃十六世 (Benedict 
XVI, 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1927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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