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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领域。
那么，推动政治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生活为什么会不断发展变化？
在政治领域中，为什么会呈现多样性？
这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本书的主题。
在分析政治问题之前，对人类社会有个基本把握是J必要的。
依笔者之见，这样的基本把握，既不能绕过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具体个人，也不能绕过由具体个人的关
系所构成的总体。
故此，政治理论在具体个人和社会总体之间取得协调就是必要的。
依据这样的要求，分析既有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明晰既有政治理论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是
分析“政治生活何以可能”这个基本政治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一必然性和应然性政治理论某些理论家把具体个人看做石头，这些具体个人就像宇宙中的每块石头一
样，遵守着万有引力规律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还有一些理论家把具体个人看做云汽，在空中飘忽不
定、任意变幻。
然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囿于观察者的超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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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领域。
那么，推动政治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生活为什么会不断发展变化？
在政治领域中，为什么会呈现多样性？
本书从形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动因——利益概念入手，着重从思想史、哲学及语言学等方面对利益
及政治利益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于人们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出发，更好地认识政治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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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西方知识史中利益概念的源流在西方知识史中，利益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概念经历了
漫长过程。
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对利益概念的运用常常是无意识的、不系统的。
柏拉图（Plat0，427—347B.c.）在《理想国》中就广泛使用了利益概念。
自文艺复兴始到启蒙运动止，诸多思想家都对利益概念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利益概念的研究达成了共识，较有代表性的作者是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　）、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1932-　）和朗（Douglas G.Lon9，1947-　）
。
他们认为，利益概念在西方知识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对政治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自然、法
、权利、善和美德这些哲学概念。
故此，对于中国的利益研究者来说，清理利益概念的这一重要源流仍是必要的。
考察利益概念的源流可从观念和方法两条线索上展开。
从观念方面来讲，西方诸多思想家都赋予了利益概念以特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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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社会，充满悲欢离合、神秘莫测。
既有欢乐，又有悲苦；既有光明，又有阴暗；是一个光怪陆离，变化莫测的巨大万花筒。
在这个万花筒里深藏着颇具诱惑力的社会之谜：是什么力量使个人、整个民族、整个阶级乃至整个人
类行动起来？
是什么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象万里长江那样永不停息，一往无前？
一句话，人类历史变更的杠杆支点是什么？
这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时候，两位大学年轻教师王伟光、郭宝平在他们的著作《社会利益论》的“
序言”中所发出的诘问。
那时，我还是个在北大读大二的学生。
依稀记得他们中的一位还曾担任过我的公共政治课教师。
在书店看到他的名字.就随手翻看《社会利益论》那本窄薄的小书，当时除了觉得书中的文字写得充满
激情以外，还没有能力去深刻理解“利益”这样的问题，所以留下的印象也很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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