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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
方面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
的推介多少有关。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李
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倡导并呼吁
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公共的哲学
”。
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
、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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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公共性，一般来说它是有关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原理。
因此，公私背离会动摇民主政治的根基。
今天在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蔓延着毫无拘束的个人主义，“私”因离开了“公”而受到讴歌，但是我
们应该牢记公私背离是政治腐败的温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政治的不关心和监督功能的低下。
　　 本书归纳整理了两次研究会的成果，这些成果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公共性的视角讨论了濒死状态
下的中间团体的再生。
在综合讨论二以前部分为“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的论题和讨论，以后部分为新设置的“世代生生研
究会”（不是“生成”而是“生生”）的论题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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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题一　NPO与新的公共性　　1．公共观念的变化　　长谷川公一　　我对有关公共的各种问
题的关注也许是命运决定的。
我的名字叫“公一”，是祖父给起的，他曾经是西园寺公望的崇拜者。
我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时经常开玩笑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我名字的意思就是‘公共优先’，与社会
学家很相符吧！
”　　今天，“新的公共性”越来越受到关注，下面我想通过NPO活动对其背景做些考察。
　　NPO活动最近在日本也活跃起来，根据经济企划厅（2001年以后为内阁府）的数据，截至今年
（2000年）7月28日，受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认证申请的件数为2891件，其中被认证为法人的有2290
件。
从开始执行这项法律到现在约有21个月，在这期间就有如此多的NPO法人得到了认证，超出了有关人
士事先的预计，可以说是一种NPO热。
那么，这种NPO热是会长期存在还是暂时性的呢？
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那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为什么社会对NPO活动和广义的市民活动的期待很高？
它基于怎样的结构背景呢？
　　首先，人们关于“公共性”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公”的观念从传统上讲往往被归于国家的公共性。
这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强调。
在日本社会也正在出现英语语意的“公共”观念。
　　井上达夫在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上发表的议论（参见本丛书第3卷《日本的公与私》）中提出，
一般都说在日本固有的国家公共性很强，但其实很强的不如说是业界团体那种中间团体，这种说法很
让人感兴趣。
但是，对于中间团体的把握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是有差别的。
从社会学来看，可以说社会学对于法律学和经济学的存在理由就是因为它着眼于中间团体。
涂尔干以来社会学一直强调中间团体的重要性，重视中间团体所具有的连带团体功能和社会规范作用
。
社会的统合是怎样做到，怎样维持，怎样发展的，这些问题一直是自创立者康德以来每个社会学家所
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
　　1989年发生了许多让人感兴趣的事件，那是让人感到世界史发生了转折的一年。
东欧发生民主化革命、柏林墙倒塌、德国核政策发生转变等等，1989年是欧洲的后冷战急速进展的一
年。
200年前的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689年，英国制定了《权利法案》，1889年发布了大日本帝国宪
法，这就是樋口阳一先生讲的“四个89年之说”。
　　在日本1989年1月，年号由昭和变为了平成。
日本社会的秩序意识和统合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79年到1989年担任过总理大臣的只有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4人，但是从1989
年6月竹下登下台后到1999年的lO年间，做过总理大臣的有宇野、海部、宫泽、细川、羽田、村山、桥
本、小渊8人．平均任职时间为1年多一点，他们的内阁都是短命的。
其中有些人不是派阀领袖，被突然指名当上了总理，让人们感到意外。
为了当上总理大臣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都做了长年准备的只有宫泽喜一和桥本龙太郎两个人。
昭和最后10年的政治稳定和平成以后的不稳定之间．的落差非常大。
　　这10年的特征就是社会的不稳定性。
在1989年的时候有多少人把头发染成了带颜色的呢？
犯罪率从1973年以后持续增加，但1989年后更是显著增加。
而且，平成以后拘捕案件和拘捕人数都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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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青少年所引发的异常事件是10年前无法想象的。
奥姆真理教等事件给人们留下了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医生、教师、公务员、法官、警察的不祥之事和
丑闻事件也急剧增加。
我从1990年7月到1991年5月在美国进行了10个月的研究，当时我处处都感到美国是黄昏之国。
但是这10年间日、美的经济力和社会活力发生了逆转，日本是统合的社会这种国际形象最近急速减弱
。
对传统和既成权威的怀疑增强，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日本面临着正统性危机问题。
　　我的专业领域是社会运动和市民运动，特别关注环境问题、公害问题和核能问题。
“自我决定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但反过来说，对自我决定性的期待也许过于大
了。
　　自我决定性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超越自我决定性的东西。
就是说，既基于自我决定性但又不陷入分裂，对现代的各种问题如何达成社会一致是现代社会的最大
课题。
这与“新的公共性”问题紧密相连。
　　今天是2000年9月23日，再有3个多月就到了21世纪。
媒体经常用“20世纪最后的”这样的词句，并组织刊发各种专集。
但是评论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这种回顾性的东西较多，缺少21世纪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这种面向未
来的建设性的议论。
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一味地进行回顾，这也许就是对未来的不安。
　　2．21世纪的三种设想　　关于21世纪的未来设想，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是21世纪的社会越来越分裂，即社会解体的设想。
第二种是随着媒体的发达社会越来越被管理起来，即管理社会的设想，其代表就是乔治·奥威尔的
《1984》。
第三种认为21世纪可以实现好的社会，即乐天派的社会统合设想。
哈贝马斯从正统性危机论的角度担忧社会解体，并站在管理社会设想之上批判了“生活世界殖民地化
”，他相信人类的理性，期待理性的论述。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三种设想。
　　如果把“自由”与“个性”作为关键词来使用，那么，一方面认为“自由”与“个性”已经过多
了的看法就会导致社会解体设想。
另一方面，认为社会闭塞，难以创造“自由”和“个性”的危机感存在于管理社会的设想当中。
而新社会统合设想则认为21世纪才可以开出“自由”与“个性”之花。
　　社会解体设想的看法是这样的：家庭中的利害对立将加深，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甚至在超
越国家的地区和全球规模上各层次的利害对立也将加深，裂痕增多，纠纷不断。
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也将成为美国那样的诉讼社会。
并且，社会调解纠纷和利害对立的能力将持续下降，那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在涂尔
干所说的那种“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欲望爆发。
人们将失去健全的判断力，家庭、学校和社区将丧失教育力、统合力。
　　一方面，考虑到1989年以来的情况，可以认为在社会解体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种闭塞感。
石川啄木曾明言，明治末期就有过某种闭塞感。
井上达夫在指出“中间共同体的跋扈”时，也许他所想到的与其说是国家直接使人们闭塞莫不如说是
中间团体带给人们的某种闭塞感。
按井上的想法来考虑，在国家的监视能力以外，已有的业界团体眭中间团体的统制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进而信息会越来越被控制。
这就是非常令人郁闷的、负面的管理社会设想。
　　另一方面，曾经流行一时的《第三次浪潮》等未来论则是新的社会统合设想的代表。
在媒体环境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信息收集能力、批判力和判断力，越来越有可能形成公共公论。
如此一来，就会实现善良市民主导的开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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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第三种设想。
　　在大家的头脑当中这三种设想哪个更多些呢？
它们又各占多少比例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议论的焦点。
　　3．社会秩序的四个象限　　在考虑“社会秩序”问题时关键是如何看待构成社会秩序的要素。
　　这里从两个基轴来考虑。
社会学经常使用“个人与社会”这样的说法，也就是从“个人”角度展开议论还是从“系统”层次上
展开议论。
议论从个人角度展开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议论从系统层次展开叫作方法论的集合主义。
这是纵轴。
　　“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上可以用同一的方法，但与此相对，有一种观点认为
，作为文科系学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就是科学二元论的观点
。
我简要地称之为“理念主义”。
这种理念主义在德国有很深的根基。
德语的学问一词是Wissenschaft，有“智慧的行为”的语感，而英语science则自然科学的语感更强。
在英语当中人文科学为humanities，以区别自然科学，在德语中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这里将美国式的实证主义与德国的理念主义相对地设为横轴。
　　将实证主义和理念主义的横轴交叉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的集合主义的纵轴之上，就会得
出四个象限（见下图）。
　　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近代经济学微观观点具有亲和力的合理的选择理论为第一象限
；许茨和米德等所谓意义学派的观点为第二象限；像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认为社会的基本统治
结构是上位者支配下位者的观点为第三象限；社会系统论当中有各种观点，帕森斯那种重视内在价值
和规范共有，并用其说明社会秩序的观点为第四象限。
　　有议论认为第一象限基于利害关系的自然一致。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论说的是通过交往可以生成共同的意义，形成秩序，它是第二象限的代表。
在这里通过交往形成秩序。
第三象限讨论的是通过力量和权利形成秩序，第四象限讨论的是通过内在的规范形成秩序。
可见，说明秩序的原理有四种类型。
可以认为，说明社会秩序的四种原理与四种典型的社会理论是相对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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