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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综观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发展，他本人及其理论的实践旨趣是相当清晰，也是一以贯之的。
在理论上，从学术生涯起始，政治哲学似乎就没有离开他的视野，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一而已。
哈贝马斯直接阐述其政治理论的作品，如早期代表作就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化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中后期代表作则有《追补的革命》、《事实与有效性》、《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等等。
这些作品都在各自的领域发生重大的影响，引起普遍的关注与广泛的讨论。
即便是他理论色彩最浓厚，被视为其认识论的代表作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与旨趣》等，也落脚
在“解放的旨趣”上。
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交往行为理论》的政治诉求也是十分明确的，也就是以交往理性为判准
，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病理学的诊断。
在实践上或现实政治实践上，虽然他一度因“海德格尔事件”而对哲学家介入现实政治的风险有所顾
虑，但这丝毫未影响他对政治所抱持的极大热情，一些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他似乎很少缺席，我们往
往能听到他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未必都是那么悦耳，在一些人看来有些可能是杂音、噪音。
1968年的欧洲学潮，苏东剧变，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欧洲宪法的讨
论和全球化的论争等等，他都或以文章或以访谈等多种方式高调介入，畅谈自己的看法，或支持或反
对。
正是上述的原因，人们常毫不犹豫地将他归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尽管这样的归列或褒或贬
，不尽相同。
也正是上述的原因，深入研究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无疑构成了了解其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鉴于哈贝马斯政治哲学非常庞杂，选择最核心的几个问题加以评述，可能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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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理论”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商谈理论”出发，哈贝马斯不但对当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国和法律理论进行了重构，而且还对人类
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病理学诊断。
本书试图从哈贝马斯早期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出发，分析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阐发
，系统梳理他对民主、正义、人权、永久和平以及全球化压力下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哲学解释，并进而
说明基于交往理性和“商谈理论”的程序主义民主范式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问题域的核心和一以贯之
的理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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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应该“把程序上正确的决定从中取得其合法性的那个程序⋯⋯理解为一个分化开
来的法治国政治体系的核心结构，而不把它当作所有社会建制（甚至也不是所有国家建制）的模式。
”也就是说，要把商议性政治扩大成为一个形成社会整体的结构，就不能像共和主义民主模式那样仅
仅考虑政治系统向社会的扩展和对社会的影响，也必须考虑法律体系所期待的那种商谈模式的社会化
，考虑到它应该如何渗透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系统的社会中去。
商议性政治既要充分考虑到民主程序的规范性因素，也要考虑民主程序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因为民主
程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程序”，而且还植根于一些它本身无法调节的社会情境。
商议性政治图景应该看到很多重要的内部分化，并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用民主
程序来调节的取向于决策的协商，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中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过程。
”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条轨道进行的：一
个具有宪法建制形式，一个不具有正式形式。
一种是可涉及性和议题化的；另一种是对责任和权能的调节。
虽然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没有或者说很少对二者加以区分，但是他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前者身上
。
科恩对商议性政治的论述也主要集中在了法律的建制形式方面。
哈贝马斯基本上同意科恩对商议性政治程序的规范性描述，并通过一系列的预设（P0stuIate）和附加
条件刻画了商议民主程序的过程：（a）协商过程之发生的形式是论辩，也就是说，是提出建议的一
方和批判地检验建议的一方之间对信息和理由的有序交换。
（b）协商是包容的、公共的。
原则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排除在外；有可能被决策所影响的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的机会进入和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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