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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讲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度第 2 季度本中心未能按计划举

办学术讲座。

二、学术会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度第 2 季度本中心未能按计划举

办学术会议。

三、科研成果

2020年度第 2季度本中心共有 4名研究员在中文核心期刊上

发表 4篇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1、叶颖.从具体自由到作为普遍者的国家——黑格尔国家理

论探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03):120-129.

摘要：理解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关键在于把握他所说的自由和普遍利益

这两项密切相关的概念。对此,现有的研究常常存在一些误解。我们

固然可以将黑格尔所说的自由界定为遵从理性指引这一前提下的自

主、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但在作出这种界定时还必须明确意识到这

里的自主、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总是与自我否定紧密结合的。自由在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2020 年第 2期工作简报

第 3 页 共 5 页

于自我决定与自我否定的综合。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利益并非人们通常

所说的公共利益或整体利益,而是明确地指向以否定性为根本特征的

国家主权。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能更充分地体会到,在黑格尔那里,国家

不仅是市民社会的对立物,还是人与自由之间的中介者。

2、罗松涛.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视域中的生存论存在论批判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3):109-115.

摘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阿多诺对海德

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思想的批评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事实上,阿多诺

对海德格尔的学术批评既源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更是基于其非同

一性哲学思想的展开。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前期的生存论存在论

特别是其死亡观隐秘地体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他在非同一

性哲学视域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意在破除生存论存在论的概念拜物

教式幻象,强调个体生存的历史性及其生命体验的异质性,由此使"在

世之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3、章伟文.全真南北两宗之外、与钟离权相关的道教人物、

道派承传之探讨[J].中国本土宗教研究,2020(00):170-178.

摘要：宋元时期,除北方全真道和南方所流行的金丹派南宗之外,其他

与钟离权相关的道教人物与道派承传,相关仙传、史料颇有记载。本

文结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考察了南宋李简易撰《玉溪子丹经指

要》卷首所绘《混元仙派之图》的相关讨论,以及《凝阳董真人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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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消摇墟经》等记载,提出钟离权不仅影响金、元时期北方王重

阳所创全真道派以及南方以张伯端、白玉蟾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对

宋元时期道教界的其他道派、道教人物亦有相当广泛之影响,由此亦

可见钟吕金丹派取代道教重玄之学、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一个盛况。

4、刘成纪.地理·地图·山水:中国美学空间呈现模式的递变[J].

文艺争鸣,2020(06):64-77.

摘要：<正>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自 100余年前王国维将美学

学科引入中国以来,注定已经成为以西方现代知识框架重建中国历史

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般倾向于更善意地看待这项工作的价值,把它称

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但事实上,所谓现代转换几可等同于西方转换,

现代和西方在此被赋予了统一的意义。那么,这种转换为中国美学史

研究带来了什么?从正面看,它改变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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