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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集中考察的问题是：在话语理论兴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障中国公
民的话语权，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实现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考察了公民话语权的基本概念及中西方公民话语权的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了
中国公民话语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公民话语权实现的有效途径，试图构建起一种有效保障中
国公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并为中国的民主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治理途径。
《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还论述了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以及公民个体
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话语场”的新概
念，并论述了公共话语场的理论来源、特征、功能及有效运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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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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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公民话语权在总体上处于被严厉控制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
民话语权在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在一些比较开明的国君统治下，公民也享有一定的话语表
达权利。
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在开明统治下，部分民众享有思想上的言论自由，可以自由地探求学
术真理，议论朝政，表达自己对国家的主张。
古代一些仁人志士也认识到了民众话语权的重要性，对于民众的话语权，不能采取堵塞的办法，而是
要善于疏导，如《国语·周语》中就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①意思是说，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因此要经常让人们将想
说的话说出来，这样才能免于祸害。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公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话语权的时代，在这个时
期，由于各国之间连年征战，使得谋人志士受到极大的尊重，各国竞相吸纳能人志士，以便可以提出
统一天下或稳固本朝的战略措施，因此，话语表达具有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政治相对较为开明
，民众的话语表达受到尊重，文人志士可以表达自己对国家治理的想法，可以提出自己的思想、意见
、建议和主张，这些仁人志士竞相讨论、传播自己的思想，导致各种治国理论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了
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治国思想。
在这些思想体系中，虽然各派主张各不相同，但是都是经世致用之学，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理论来
源，其中儒家就主导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法家则受到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见到韩非的《孤愤》
、《五蠹》时，如获至宝，曾说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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