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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政治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中国传统哲学直接源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探究，它首先关心的是“人事”、“救世”，为人间“
治乱”，求取太平盛世的理想。
“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主张。
内在的修身养性可外化为安邦治国之术。
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道”首先是内圣外王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
中国哲学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首先也是如何使个人与自然、与社会合一、和谐相处。
政治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面。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各种西方学术的热潮中，西方政治哲学引人注目。
西方哲学从产生起就关注人和社会问题。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19世纪初的黑格尔，哲学家们都把伦理道德、社会政治融进自己的体系。
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与他们的本体论、知识论是相互渗透融会在一起的。
他们一方面引导人们超越感性世界追求存在的原理和真理，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关注社会政治和伦理
道德。
在现当代，政治依然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德性、正义（公正）、自由、民主、权利、责任（义务
）是各种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的热门论题。
现当代的许多哲学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甚至超过了对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研究，而政
治学家则把政治理论提升到哲学的、形而上的层面。
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在它被引进中国以后，也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证与解释>>

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作者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对中西政治哲学史进行了诠释和重构，这种诠释和重
构同时也表现自身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整体性理论框架。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
“导论”是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的讨论和厘定，上下篇则分别对政治哲学的“论证性的概念框架
”与“解释性的概念框架”进行了诠释和重构，“结语”对“论证”与“解释”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
了简要论述。
“论证”与“解释”是我们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两种基本方式，而通过“哲学地”思考“政治
”，我们也成为具有反思意识的“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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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宽锋，1967年生于陕西兴平。
先后在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哲学，199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97—2002年，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梳理和反观，并着力于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史考察的
角度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
2003年至今主要致力于政治哲学研究，《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就是这一研究工作的思想总
结。
生活中日益自觉地信守“尽人事而顺天命”的圣贤教诲，而我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结论竟也与这一
生活信条惊人地相似，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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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历史哲学的转向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的扬弃　第七章  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和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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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框架　第九章  “常人”概念与政治生活现象的解释　  第一节  “人性”的经验论解释与“常
人”概念　  第二节  “常人”概念与政治生活现象之理解的内在根据　第十章  常人社会与制度框架　
 第一节  制度框架与政治生活现象之理解的外在根据　  第二节  政治生活现象的合理性解释　第十一
章  制度框架创生的缘由及其历史合理性解释　  第一节  制度框架创生的缘由及其方式　  第二节  制度
框架的历史合理性解释与制度变迁结语：论证与解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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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如果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么“学术”地研究政治哲学
史的方式是什么呢？
或者说，怎样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才是学术研究？
在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指出，以上第一、二节所分析的两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
都不是“学术”地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方式。
当我们从以上所说的这两种“非学术”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种惯常的政治
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方式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对政治哲学史的“史学式”研究。
在这种惯常的学术研究方式之下，政治哲学史就成为广义思想史或观念史的一个类别。
作为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一个类别，政治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政治哲学思想演进历程的
历史再现。
这种“历史再现”内在地蕴含着两种有所不同的研究取向，其中一种研究取向就是试图呈现政治哲学
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另外一种研究取向则是致力于政治哲学思想及其演进的外在“历史情景解
释”。
这两种研究取向各自也有其坚实的合理性之根据和理由。
就前者来说，其根据和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史不就是前后相承的一系列政治哲学著作吗？
而任何政治哲学著作不都具有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吗？
就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而言，任何后来的政治哲学著作不都表现为对先前的政治哲学著作的修
正和转换吗？
而在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逻辑的修正和转换中不是有轨迹和线索可寻吗？
而就外在的“历史情景解释”的研究取向而言，根据和理由也同样充分有力。
因为任何政治哲学著作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情景中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成果，而存在于特定历史情境
中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过程无疑会受到相应的历史情境的影响和限定，因而脱离相应的历史情境，我
们就无法历史地理解任何政治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和思想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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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第一次拟定本书的题目至今，已经整整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本书也是我过去七年的时间里从事政治
哲学研究的思想总结。
我已尽力系统地表达了我的所思所想，但其中可能尚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某些具体的论述和
细节的阐发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本书所涉及的论题和内容较为繁复，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常有顾此
失彼之感。
我把它呈现于大家的面前，以便使本书的缺陷变得明显和突出，从而使我能够更好地自觉于这些缺陷
，并修正和完善它。
书稿完成之后，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黄颂杰教授，在百忙之中审读了书稿，提出了诸
多宝贵的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并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是我尤为感激的。
另外，在这里我也想对我的学生们表达谢忱。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曾先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四届本科生和外国哲学专业的四届硕士研究
生，开设了“西方政治哲学史”和“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课程。
为学生们讲授西方政治哲学，与学生们讨论政治哲学，不仅为我的思绪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
他们的疑问和批评性的想法，也不断地促使我进行再思考。
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就是在与我的硕士研究生张祖辽同学多次讨论“导论”中所阐发的政治哲学史的
研究方式之后，而决定增写的。
最后，我原本想把本书题献给我的妻子郝娟女士，以感谢她这些年在我们繁忙而又凌乱的生活中所付
出的辛劳，但想到在一个逐渐忘却了思想为何事和何物的时代，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也实在算不了什
么，于是作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证与解释>>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它并不限于西方政治哲学，而是融中西哲学于一体；更有创意的是，
它并非对中西政治哲学作一般性的介绍或评述，而是依据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尝试对中西政
治哲学进行“诠释”和“重构”。
这种尝试无疑是十分大胆的，但绝不是任意的、无根基的凭空想象，而是在对中西政治哲学进行整体
透视的基础上提出的。
这种“诠释”和“重构”的尝试，具体表现为“政治哲学的论证性概念框架”与“政治哲学的解释性
概念框架”的提出，全书就是围绕这两种“概念框架”展开论述的。
这种研究方式和进路显然不同于对政治哲学的惯常的“史学式”的研究方式和进路。
后一种研究方式致力于对政治哲学思想演进历程的“客观再现”或“客观解释”，这样的研究无疑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无法根本化解的内在局限”，那就是它不能从根本上
建立和阐释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与研究者当下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之间的意义关联，也不能
展开和实现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意义关联。
　　——黄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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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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