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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将“政治知识化”的概念发展为一种更规范、更完备的理论范
式，并以此为基础，对现代政治的成长过程和内在机理给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解读。
该书就政治知识化何以必要、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实现等问题所作的分析，有助于在微观主体机制方面
更加深入和全面地领悟民主政治良性运作所必需的约束条件。
这项基础性研究工作，不仅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民主政治，而且对于调校深受“主义”话语影响
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偏颇，进而在理性化知识的支撑下构建公共生活，都有十分明显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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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历字，男，1971年1月生，苗族，贵州思南人。
现为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伦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硕士生导师，哲学与政治学系副教授。
199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湘潭人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公共伦理与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多篇被国内核心刊物
全文转载。
参编教材多部。
主要代表作有《民主：在经验与规范之间》、《政治文明与政治知识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知识化
》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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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知识化：考察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视角第一节 理论综述与问题的提出一、西方主流政治
学关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认识轨迹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感觉到“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
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两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更是越来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
亨廷顿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
提出一种主义。
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
”总之，建立一种民主政体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探索现代民主政治成长的条件或基
础的问题，也成为各派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家们关注的主题。
在这种探索中，西方主流思想家对民主化条件的认识轨迹经历了从宏观历史社会学范式向微观知识基
础范式的转变。
他们先后强调了社会经济条件、制度、文化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
们越来越强调这些条件起作用的主体机制，强调理性化的知识创新、积累与传播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成
长的意义。
经济条件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是大多数学者所达成的基本共识。
西方主流思想家尽管大多否认现代西方民主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具有内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但是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一点上，又大多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这种分析路径看来，现代民主政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和必然结果，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
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中，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又是关键。
对于民主政治的经济条件，有的学者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直接决定的因素，有的偏重于市场经济
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现代组织的大量兴起，有的注重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大众消费对政治形
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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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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