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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当下，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而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予以认识和理解：一是学术规范的角度；二是知识生
产活动与知识生产机器之关系的角度。
　　一、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学术自主性　　首先，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
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
我们现在的学术场域所遵循的是什么原则或何种逻辑呢？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将当下的学术场域与经济活动场域做一番比较，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术场
域的自主性已然所剩无几了。
（1）我们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主要是字数多少的标准，其结果就是数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而且
抄袭剽窃、搞关系出版低质作品、用学术研究项目经费出版低质书籍等现象也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
是，出版作品赖以为基的知识生产机制也被扭曲了；这种做法与经济场域中一些人以假冒伪劣产品追
求效益最大化又有多少区别呢？
（2）现在经济活动场域中盛行会展经济，而我们的学术场域又何尝不是如此？
学术界的会议可以说一个接一个，有的学者甚至一天要参加几个会议；结果，出场率取代了会议的质
量以及与会者发言的质量而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呢？
（3）现在的经济活动场域中流行品牌代言人，我们的学术界也把哈贝马斯、德沃金这类大师级的人
物请来做代言人。
作为学术交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大学居然请德沃金先生去作“认真看待
权利”的演讲，而这使得德沃金本人都感到非常不解，因为这本著作已经出版三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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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评》是侧重学术的综合学术书评出版物，为海内外知识分子评价、探讨和批判学术论著及学
术思潮的自由平台。
其秉承的宗旨为，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将中国的学术规范化
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据此，《中国书评》具体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
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论著，给
出严肃、全面的批评或介绍。
《中国书评》采用季刊的形式，计划每年出版4辑。
 本辑由“主题书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学术书评”、“学术批判”、“特别专栏
”、“中文简评”、“西文简评”、“序跋随笔”和“学者荐书”九个部分组成，汇集了国内学人20
余篇质量上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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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
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评（第5辑）>>

书籍目录

从“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中国书评》（第五辑）代序主题书评：赵汀阳《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就《天下体系》问
学于赵汀阳先生　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　天下观的冒险：徘徊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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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格尔斯与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读伊格尔斯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与《二十世界的历史学》
　承认分歧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步吗？
　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理解：从自然法思想切入——读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政治学的尊
严西文简评　圣人、武士和预言家——韦斯特及其《读本》　改造教育：改造我们的社会——读杜威
《民主和教育》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的论述》序跋随笔　走出“明希豪森困境”——罗
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述评　有关“宪法是什么”的迷思学者荐书《中国书评》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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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下》的问题在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往往把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中国的思想文化与西方
的思想文化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否定前者，或者只强调一个方面的正
确而批判另一个方面的错误。
为了把“天下一国一家”与“个人一共同体一国家”对立起来，作者认为，“政治制度的治理次序是
自下而上的”（第136页），“只能优先创造一个好的世界制度，然后才是国家制度，等等。
只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传递性才是创造有效世界制度的根本条件” （第143-144页）。
然而，世界的现实是先有国家制度，尚无世界制度，我们只能在现有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来创造世界制
度。
在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的结构以及“分”与“合”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作者认为，天下／帝国理论是个由大到小的结构，而帝国主义理论是个由小到大的结构，“联合国是
通过‘合’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中心机构，而天下模式却是由世界政治中心通过‘分’而创造的政
治网络”（第151页）。
不过，既然现实世界是划分为各个国家的，那么，在分的基础上不是通过合而如何通过分来实现天下
模式呢？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人权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认为人权原则与天下观念是对立的。
《天下》否定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解释，认为“人权概念并没有获得一个世界性的解释
，而是由各个国家各自解释的”，因而“人权是个非常空洞的概念，它的具体内容的解释权就成了问
题”（第94页）。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人权概念至少比天下概念要充实得多。
《天下》说，“民族／国家体系在基本价值观上与西方思想中‘个体’或‘主体’这样的基本概念或
者基本思考单位是一致的，并且存在着映射关系，只不过民族／国家单位最大。
我们可以看到从个人主义到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从个人权利到民族或国家主权之间的一致逻辑”（
第90页）。
既然世界是世界所有人的世界，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制度或者天下制度的主体不是
个人及其权利，而是什么？
难道是《天下》所说的家庭及其亲情吗？
为什么实现了所有人的人权就不能建立世界制度呢？
至于西方关于共同体自主治理的思想对于世界制度的建立和运作也是有意义的，难道世界制度的治理
只能自上而下，而不需要自主自治吗？
笔者以为，天下思想有其长处，人权思想也有其优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建立世界制
度与其把东西方的思想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东西方的思想结合和融合起来，如果说中国的天下思想指
明了世界制度的目标，那么，西方的人权思想则揭示了建立世界制度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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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评》：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干春松：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张法：
在反思学术制度时注重对关键词的设定，翟振明：从学术打假到学术打靶，徐新建：“我们”反对“
我们”？
，沈阳：性的欲望与宪法权利：对消极自由的一种自由主义检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评（第5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