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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是循着概念史来考察“现代”一词，就会发现，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18

世纪初，著名的古今之争导致要求摆脱古代艺术的样本。主张现代的一派反对法国古典派的自我理解，为此，他

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概念和处于现代自然科学影响之下的进步概念等同起来。他们从历史批判论的角度对

模仿古代样本的意义加以质疑，从而突出一种有时代局限的，即相对的美的标准。 

                                     ——于尔根·哈贝马斯 

    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

前半期的某个时刻，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从

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

了种种相互影响。 

                                 ——马泰·卡林内斯库 

    正是为了与这种新的美学经验相一致，波德莱尔从现代性无休止的永远前进的滚滚车轮中看到了其静态的一

面——它在过去不断被抛弃中呈现了静态的一面。对生产艺术家来说，朝生暮死、短暂只是艺术的一面，它的另

一面，即持久、不朽、诗学，必须首先从中提炼出来。类似地，现代性体验包括了作为其对立面的永恒性。 

                                ——汉斯·罗伯特·尧斯 

    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时的痴迷，而先锋性是历史性的一次冒险，那么拒绝被人们以历史的术语加以思考的后

现代的意向性看来对现代性的敌意便少于对先锋的敌意。除非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商业的变种——这是媚俗的最

后一个灾难——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因为后者也始终被先锋主义所背叛。它所要反对的，是

历史先锋最典型的对进步与超越的偶像化崇拜。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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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文化现代性为主旨，荟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著名思想家，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斯图亚特·

霍尔、马泰·卡林内斯库、安拓瓦纳·贡巴尼翁等人讨论文化现代性的经典篇什。他们分别对表征文化现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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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展开分析，从怀旧到日常生活，从复制到拟仿，从合理化到距离，从艺术界、先锋派再到艺术终结，构

成一个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家族。其探讨大致涉及现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概念与历史、现代性的矛盾逻

辑、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勾画，本书将为您提供一

幅用以探索文化现代性的，描绘了历史与现实图景的详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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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关新闻    全部新闻   >> 相关评论    全部评论

  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 (3月17日) 

  周宪：视觉文化的三个问题 (3月16日) 

  周宪：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 (12月11日) 

  笔谈——对话 (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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