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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所选辑的是作者近年发表或新近撰写的政治法律哲学的论文和政论，围绕民主、法治、公民权利
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等当代热点问题，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论述。
为了探讨基本学理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其中也有几篇论文专门论述当代研究哲学的基本态度、
科学理性精神、学术中立和遵守规范等根本问题。
这些论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涉及对基本政治和法律概念、原则以及对改革根本理念的理解。
这些论文的写作乃出自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内心冲动，其中的一些篇章在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
响，可以说是对作者的思考和劳作的最大奖赏。
    当代政治法律哲学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正成为人们追踪的重点和热点，因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改革开
放的深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必然强化对理论研究本身的要求。
任务的新颖性要求我们先整理、分析、辨别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的现有成果，再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创
新性研究，提出适合现有社会文化特点的改革理论和方案。
作者欣赏直奔主题、尖锐泼辣的学风和文风，因而一直要求自己尽量明快而现实地讨论问题。
近年试图不局限于单纯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哲学，而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亚文化和中国实际作
一些理论创新的尝试，有时也附带写一些通俗的政论文和随笔，主观意图完全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全
面改革和发展。
于是便有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算是给读者的一个小小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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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肃，1955年生。
1981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3年至1985年获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
，主攻西方哲学包括法律哲学，1995年评为哲学与法学教授，目前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哦出版专著有《科学理性论》、《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自由主义基本概念》、《第
四次科技革命》、《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译著有《中国政治》、《自
由的界限》、《政治哲学概论》，并在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社主编“政治法律哲学”
、“政治学经典”等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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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自序关注生活世界 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致21世纪的哲学家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对经济
全球化的文化思考关于民主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
标论法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和要素司法审查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如何认识当代西
方社会政治哲学论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社会研究当代西方思潮中科
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趋同正义与自由的不懈追求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
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个人、社群与人类共识——围绕基本政
治理念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当代争论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论社会公
正与自由的关系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对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再反思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从海德格尔公案说开去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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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科学的学术中立性比较明显，尽管做不到绝对的彻底的中立，正如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所说，研
究者甚至实验的观察者也总是受到理论的“污染”、暗示或指导，但毕竟还存在较强的相对意义上的
学术中立。
自然科学家一般不会因为社会利益的牵扯而拒绝进行客观的研究，除非出现像“克隆人”这样的研究
直接涉及严重社会后果的特例。
各种发明固然也会受利润的间接驱动，但研究本身、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价
值判断，科学家以揭示真理为根本任务。
当然，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在科学共同体中也不是历来都如此，而经历了艰苦的形成过程。
历史上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等新理论都曾经因为触犯了教会的教义而成为十分敏感的话题，
一些人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经过多少代科学人的努力，终于确立了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基本信念。
研究就是研究，不必看什么人或集团的脸色，当研究成果有可能推翻现有的成见、结论、权威之言、
教条或教义时，也在所不惜。
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
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
因为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必须实事求是，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否则就称不上是学术研究，而只是意
识形态的宣传。
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围绕少数基本价值观而形成了受利益驱动的信念体系，其推广方式是强制性的，
不容置疑和讨论，伴之以特殊的宣传手段，无须摆脱主观情绪的干扰，也不讳言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服
务。
科学研究则不同，它要求客观、公正、反复质疑、从各种角度考虑和验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鼓励
提出新见解，即使一时会令大多数权威或社会多数难以接受，也不忌讳。
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提倡多样化，各种观点并存、平等竞争、公开论辩，言者无罪，受到宪法保护
。
因此，自由争鸣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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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想国以后》：波普尔批评自柏拉图以来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认为其目的和计划是要实现尽善尽美
的社会，首先确定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最终目的，因而这是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
然而，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但却是危险而有害的。
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的主要特点便是极端的彻底主义，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的理想彻底地重建一个全
新的社会。
这种彻底主义所提供的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了解和证明，因而也不能用说服的
方法加以实现，只能诉诸暴力的压服手段。
⋯⋯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因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预言家才能说得出来，多数人则只能听从这些少数人的安排和说
教。
其计划也不是诉诸人的理性，而是诉诸人的感情，不是交给人民去自由讨论，而只能从房顶的喇叭来
宣布。
历来政治哲学家把“谁应当统治”的问题视为根本的问题，但这却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一为对这一问题的阐答是以“最美好的国家”和“最美好的政府”为前提的。
⋯⋯思想家不应受最美好的国家或好政府的迷惑，而应考虑坏政府的可能性。
从而探索和努力建立一些可以防止坏政府干坏事的制度手段。
因此，取代“谁应当统治”的问题的，应当是“我们如何组织一些政治制度来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
治者干太多的坏事”，也就是使统治者不断地从错误中学习，通过对政府工作实行自由的批评和讨论
，以便对统治者加以控制，不求其总是做好事，但求其不敢或避免做坏事。
——摘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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