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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我们的思想要开始“说话”，但绝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说“不”，而是要在
思想的“说话”中显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亦即我们据以形成我们共同记忆的“理想图景”，
我们据以生成出对中国之认同的“理想图景”，以及我们据以想象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

对“理想图景”的强调，在根本上意味着要把一个被速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
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于中国人的面前，并且
“命令”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当然地信奉“西方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
思”的一大堆。

因此，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
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
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

简言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必须是一个“主权的中国”，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主体性的
中国”！
这一探寻中国主体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当下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的全
新的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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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布迪厄还指出，社会科学实践要是不能“自我质疑”，也就无法了解自己实际上做了什么，
因为它陷入了被它看作研究对象的客体里，即使揭示出对象的一点东西，也不是什么真正客观对象化
了的东西，因为其中已经掺杂了理解对象的原则本身。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学术实践活动中进行这种彻底的质疑的时候，亦即在拒避社会世界对其
研究的影响时，一是要反对日常实证主义一脉中的极端经验主义不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全盘接受提供
给自己的概念的做法，因为这种全盘接受等于是把某些已经建构的东西又重复了一遍，从而充其量也
只是对它们的认可；二是要反对那些视这种反思意向为某种哲学心态的残余的日常社会科学。
布迪厄主张，除了保持自我警省以外，与常识决裂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存在于对各种问题、对象和思
维工具的社会演变史的探讨中，也就是说，是与考察日常生存状态中最普通不过的对象的社会演变史
紧密相连的。
历史表明，要使某个论题为人所知、为人所晓、当作合法问题加以认可，并成为可以宣扬、可以传播
、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必须经过竞争或争夺这样的集体性历史工作：那些被日常的实证主义视作理
所当然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些社会的产物，体现在社会现实建构的集体性工作里，并通过这种集体性
工作再生产出来，不断地维持下去。
为了不受这些现象的束缚，社会科学家就必须追溯这些问题的缘起，弄清楚它们是怎么被一步一步地
建构起来的过程。
在这样的视角下，历史将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当然，这是出于一种明确的意愿，就是想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我们又怎样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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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2版)》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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