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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厘清共和主义复兴的意义和限度，我们必须从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和美国宪法的个案研究进展
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在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上阐明和澄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
义的关系。
　　它试图从政治思想史范式之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诸层面全方
位地展示共和主义复兴的智识震荡。
编者对于共和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取向乃是“在质疑中肯定，从批判中汲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的黄昏>>

作者简介

应奇  1967年生，浙江诸暨人，哲学博士。
现任教于浙江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专长政治哲学和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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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精彩试读夕阳西下的哀鸣，抑或一阳来复的期盼？
——写在《共和译丛》之前应 奇拥有实现其自由之手段的个体很容易蜕化为野蛮人，因为他缺乏他人
自由之支持⋯⋯革命和立国植根于一种悠久的共和传统，它是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间的一场对话。
——约翰?波考克也许正是过去的那些初看之下没有当代相关性的东西最有直接的哲学意义⋯⋯而要获
得对我们当前的假定和信念的一种更有批判性的视点，就必须回到我们目前的正统还不是正统的历史
时刻。
——昆廷?斯金纳如果说对公民共和主义精神的发现和颂扬是最近数十年中出现的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
最大修正，那么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三方争论则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
哲学论争的基本架构。
如果说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揭开了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全面反省政治现代性的序幕，那么共和主
义加入这场论战则不但改变了当代政治论证的智识背景和理论资源，而且提供了走出自由主义与社群
主义之抽象对峙的可能出路。
如果说在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可能把被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所分裂的中国知识界和
公共舆论领域重新整合在一起，那么，批判地展示共和主义复兴的学术思想谱系及其正反效应，系统
地展现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主义之争，并从社会本体论、规范理论和制度构建诸方面掲示共和
主义政治传统的潜能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哲学未来发展的意义，就成了中文政治哲学从业者当前不容回
避的工作。
无论从历时的发展，还是从共时的结构，政治思想史、美国宪法学和政治哲学都可以说是当代共和主
义的三个主要工作场域。
共和主义复兴发韧和奠基于以波考克和斯金纳为代表的政治史学，他们试图挑战以辉格党人的史学偏
见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思想史图式，复兴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传统。
但是，剑桥范式的共和主义政治史学在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也遭致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和挑战
：在历史编纂学的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挑战共和学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特别是其中某些代表
人物（典型的是马基雅维利）的解释，甚至有学者宣称以波考克为领袖的共和学派的范式革命已经破
产；在这种思想史重建的规范涵义方面，则有学者批评斯金纳的“新罗马共和主义”重蹈“工具性共
和主义”之覆辙，这尤其表现在他把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目标降格为如何在政治社会中维系自由的
问题，而相对忽视了自由体制的创建以及持续变更的问题。
不错，无论是把共和主义看作自由主义的全面替代方案，还是仅仅当作后者的局部补充，共和主义都
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政治思想史一个战场上。
共和主义复兴必须全方位地、具体而微地阐述它对于制度构建和实践的涵义和建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对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解读中提炼出的商议民主观已经被学者们视为共和主
义返本开新的一条颇有前景的道路，这是因为商议民主把焦点集中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政治对话
的商议性和改造性之上，并试图以此解决人类的自由要求同时遵循自治与法治这一使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霍布斯和卢梭、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麦迪逊和康德、洪堡和密尔、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均为之
殚思竭虑的问题。
当然，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看到，以阿克曼、米歇尔曼和森斯坦为杰出代表的美国宪法学中的共和主
义复兴与其说是要复兴以共同善为旨归的古典共和主义，不如说是要调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意味深长的是，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对前政治的个人权利、个人利益和私人领域的批判是
为了与原子主义版本的自由主义保持距离，那么，它对于共同善之商议的信念则是为了与共和主义和
社群主义中的前自由主义倾向划清界限。
就此而言，要厘清共和主义复兴的意义和限度，我们必须从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和美国宪法的个案研
究进展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在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上阐明和澄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
社群主义的关系。
按照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政治意识形态
被放置在一个由自由和平等构成的连续统内：相对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愿意给予更多的自由；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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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又愿意给予更多的平等。
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正如有人担心的那样会最终湮没自由主义与其他现代性的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
的根本区别。
作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和灵感源泉的沃勒斯坦正是基于这种误解把上述三种意识形态归结为关于现代
性的虚假争论。
就此而论，德沃金对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阐述可以看作是对沃勒斯坦预先展开的元批判。
然则，如果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功利主义、自由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马克思主义
乃至于女性主义都是一种平等待人的理论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德沃金奉为圭臬的平等的关心和尊重
似乎仍然不足以把这些意识形态恰当地区分开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共和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菲利普?佩迪特在重新划分共和主义、民粹
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时所体现的洞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方面，就社群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最新表现形式而言，共和主义并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而且尤
其不是社群主义的。
这是因为，与民粹主义和社群主义把人民的集体存在视为主人，把国家视为仆人不同，共和主义把单
个和整体的人民视为委托人，而国家是受托人。
因此，“虽然共和主义传统认识到民主参与的价值和重要性，但并没有将它视与一项根本性的价值。
民主参与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因为它是促进无支配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
是因为其独立的吸引力”（《共和主义》“导论”）。
另一方面，虽然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认为，在一个超越诸多宗教和相关分歧的基础上，有可能建
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和公民社会。
但与自由至上主义把人民视为原子化个人的缺乏集体认同的聚合，而理想的国家只不过是个人追求其
原子化利益的手段不同，共和主义在与自由主义一样把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出了与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自由概念与工具性的共同善观念不同的无支配的自
由概念和构成性的共同善观念。
一方面，无干涉（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并不足以保证无支配，另一方面，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自由与
其内涵为政治参与和社群自治的积极自由之间也不能划上等号。
尽管佩迪特的自由观表面上看仍然偏向消极自由，而且他本人也并不信奉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参与是
人类繁盛的根本要素的观点，拒斥新雅典主义，倡导新罗马主义。
但关键之点在于，这种自由概念复活和展现了一种既有历史渊源，又具当代相关性的重要政治想象，
从而为制度构建和和包括分配正义在内的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了一种多维的、立体的概念支撑。
例如，他的论证精微的共同善理论就是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对共同善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最能体现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差异。
道义论自由主义主张正当优先于善，在这种自由主义看来，只有多元的善，没有共同的善；即使有共
同善，也是工具性的，而非自在的或构成性的，尚塔尔?墨菲说得好，自由主义者羞于承认正当的基础
就是善（《政治的回归》）。
在批评原子式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那里，善是与实质性的伦理社群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先的共识。
佩迪特所发挥的共和主义的共同善观念介于这两种观念之间。
一方面，并不是只有符合每一个人利益的东西才是共同善，共同善也并不是超越特殊利益和局部忠诚
之上的抽象物，自由主义正是基于相反的论证否定或贬低共同善；另一方面，以无支配的自由为依归
的共同善并不像社群主义主张的那样是一种至善论的追求，而是一种否定性的约束。
无支配的自由分析性地蕴含着平等和正义。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共和主义的后起之秀维罗利明确肯定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与社群主义者的社群有
根本区别，前者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善观念、文化或传统之上。
维罗利尤其强调共和主义的核心范畴是法治，而不是公民德性。
这正是当代共和主义晚近的主流方向，在我们看来，也是更有前景的方向。
收入这个小译丛的《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一书正是根据我们对于共和主义
理论谱系的上述理解和把握，试图从政治思想史范式之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自由主义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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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义之争诸层面全方位地展示共和主义复兴的智识震荡。
毋庸讳言，编者对于共和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取向乃是“在质疑中肯定，从批判中汲取”。
书题中“黄昏”一词虽直接取自集子中施皮兹的篇目，但其涵义则远绍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著名
的密纳娃之喻。
至于共和主义复兴是否堪当此喻，则不但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更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之做
出创造性的诠释。
在这个意义上，“黄昏”不是一声夕阳西下的哀鸣，而是一种一阳来复的期盼。
《自治的踪迹》则是经编者和作者本人协商后编译的现任哈佛法学院Robert Walmsley大学教授米歇尔
曼的自选集。
近二十年来, 基于对于共和主义宪法理论的历史和哲学的反思，对于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观和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张力的调和，米歇尔曼提出和完善了他的“创生法的政治观”和“规范修补的对
话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共和宪政主义的理论内核和实践涵义的理解。
但是与国内学界对于阿克曼与森斯坦的方兴未艾的译介热情形成对照，米歇尔曼的著述依然少人问津
。
教授本人对我们的编选方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不但亲自提供他的文章，指导我们的编选，还无偿地
授予我们用中文翻译和出版这些文章的权利。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迄今为止，这个中文选集是米歇尔曼教授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自选集。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的作者迈克尔?扎科特是斯特劳斯学派的成员。
众所周知，斯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学界激发的“反驳的”精神取向致力于重新解释美国的
立国原则，他们反驳认为制宪者们是依据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立国的习传说法，主张美国的立国
原则植根于西方精神的大传统，尤其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政治理念。
可以说，美国立国原则和宪法解释是共和学派与斯特劳斯学派的共同作业。
但有趣的是，两派的立场似乎都经历了某种逐渐弱化的、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相调和的过程。
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对洛克的解释。
哈茨的自由主义范式树立了洛克作为制宪者主要灵感源泉的形象，剑桥共和派听任把洛克牢笼在辉格
自由派中的旧径，甚至进一步将之边缘化。
在这个背景下，托马斯?潘高和迈克尔?扎科特试图通过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致力于重新解释复
辟时期、光荣革命后和辉格党传统三个环节，并提出所谓自然权利型共和主义。
这些工作确较波考克有所修正和推进，值得译介。
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佩迪特教授是当代共和主义最重要的哲学阐释者。
他的《共和主义》一书正在进入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是当前相关讨论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是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佩迪特还是当代罕见的一位极具抱负的体系型哲学家，他的论著试图把
心智哲学（包括道德心理学）、规范伦理学和政治理论建构成一个融贯的体系。
本译丛中的《人同此心》一书就是这一尝试的记录。
佩迪特自称《共和主义》所阐述的就是《人同此心》中的哲学思想的政治理论涵义，评论家们称誉此
书“勇于让马克思、尼采、狄尔泰和胡塞尔留给后黑格尔欧洲大陆哲学的重大问题接受最好地体现在
分析哲学中的朴素而一贯的明晰性的锤炼”，而且认为这一历险的结果“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 
人同此心》封底）。
我们则希望此书及其译介能够有助于改变从以赛亚?伯林到当代中文学术界都存在的“分析哲学与苍生
何干”的成见，我们也相信这对于哲学和政治理论都是“最好的”——就正如我们期望，经过创造性
的诠释和转化，无论在西方语境还是在中文语境中，无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还是作为一种制度构建模
式，共和主义都是“最好的”。
2006年岁末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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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颠覆的学说；基于这个理由，它的确需要一种来自社群主义的周期性的矫正。
　　——Michael Walzer共和主义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Jean-Fabien Spitz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George W. F. Hegel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冲突支配了1980年代的政治论争，特别是在此
前被对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讨论所支配的英语世界。
超越这种对立的替代性运动的建议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乎意料的方式提出来的：所谓出乎意料首先也
是就英语世界而言的；而这种超越则是通过回到从古代特别是从罗马共和时代继承下来的一种虽然无
可指摘但却“被人遗忘的”共和传统而实现的。
　　——Alain Boyer要厘清共和主义复兴的意义和限度，我们必须从政治思想的历史叙事和美国宪法
的个案研究进展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在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上阐明和澄清共和主义与自
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
它试图从政治思想史范式之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诸层面全方位地
展示共和主义复兴的智识震荡。
编者对于共和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取向乃是“在质疑中肯定，从批判中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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