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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回归公共空间》，是作者2002年回到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作文狐狸文章的结集。
这些文字，大都发表在非专业类的报纸和公共刊物上，是作者在学院研究之余，介入日常生活、思考
当下世界所形成的思想副产品。
这是作者的第四本思想文化评论集。
前面三本分别是《第三种尊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暧昧的怀旧》（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和《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有趣的是，过去的三本旧作，较多的是一些学术文化评论，书卷气、文艺腔比较浓，而这本新的集子
，更多的是社会思想评论，虽然文字变得“难看”，却多了几分沉重。
    本书是作者在学院研究之余，介入日常生活、思考当下世界所形成的思想副产品。
涉及当代思想观察、大学体制改革反思、对“9·11”、“非典”等国内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深层透视
，以及对日常文化生活的批判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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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及城市文化研究。
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寻求意义
》(1997)、《另一种启蒙》(1999)、《中国知识分子十论》(2003)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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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就是说，在“对话民主”的架构之中，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是像古希腊城邦制度那样，人人参
与政治，而是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决定，都来自充分的自由讨论和公共协商。
“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
策和行为。
”①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哈贝马斯的这一商议性民主，有没有可能在缺乏自由民主宪政平台的当
代中国转型政治中，有实践的空间呢？
这里，我将以2003年北大的教师聘任制改革（以下简称北大改革）为例，说明商议性民主在当代中国
的转型政治之中有其实践的可能性，它不仅可以为开明的权威政治提供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也有可能
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平台转换。
　　北大改革作为商议性民主的个案，并非主导者有意设计或推行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参与的不经
意间形成的。
它有一个从咨询政治转向商议政治的不自觉过程。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顶尖学府，近年来校方确立了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国家按照"985”工程计划，给予了北大三年18个亿的特殊支持。
北大校领导深感现有教师聘任制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规矩，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世界
一流”的战略目标，北大从2003年初起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到5月
中旬推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
全校教师听取意见，预备尽快实施。
　　从改革的最初设计来说，依然是一种符合主流体制风格的“民主集中制”式的传统改革思路，由
权力主导者确定改革方案，然后自上而下地交给群众在单位体制范围内讨论，通过组织系统反馈到决
策层，经过修改后最后拍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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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有两次体制外力量的崛起。
　　第一次发生在80年代中期。
当政治体制内部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到某种极致的时候，一股体制外的思想潮流破士而出，形成了波
澜壮阔的“文化热”，即新启蒙运动。
我本人，就是借“文化热”的大潮，浮出水面的。
我们这一代“文化热”学人，到90年代以后，除了个别人浪迹海外、流落江湖之外，大部分都回到了
学院。
即使是依然保持知识分子姿态的，也是以一种学院的方式思考写作。
以学院为中心，建构了一个现代知识生产的体制。
　　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青学人，都是在这样一个学院体制里商讨生活。
年青的一代学人，比我们新启蒙这一代更学院化、专业化，少了一点社会的关怀，多了一点知识的兴
趣。
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纯粹的学院中人。
　　然而，2l世纪初网络社会的出现，让一群过去默默无闻的思想者开始崭露头角。
那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第二次体制外力量的崛起。
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启蒙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体制的话，那么2l世纪初的网络知识分子，则游离子
学院体制之外。
不过，当年的启蒙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历史的学脉关系，如今的网络知识分子
在其早年甚至现在，受过并且依然受到学院知识分子的思想恩泽。
在大的精神关怀和思想趣味方面，他们依然是～致的，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不过，网络知识分子与学院知识分子毕竟隔着一个时代。
简单地说，学院知识分子基本生活在一个知识生产的纸媒时代，他们垄断_，主流舆论和知识体系的
各种纸质传媒和出版物，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权威和社会地位，从中获取声誉、地位、金钱等稀缺
资源。
而网络知识分子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在虚拟的因特世界．那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是一个思想的平民时
代，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思想生产和交往体系，毋宁说，是一个各路江湖好汉出没比试的场所。
　　——摘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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