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视野下的政治哲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元视野下的政治哲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11128215

10位ISBN编号：7811128217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云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晓南

页数：4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视野下的政治哲学研究>>

内容概要

政治哲学研究正处于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论域之中，正处于哲学整个学科的生长点的位置。
有论者极言之，哲学核心问题正在发生着继“语言学的转向”后，现又面临着“政治学的转向”。
当下中国哲学界认为，“近几十年来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政治哲学在中国的
兴起，是值得关注的重大哲学事件”。
如赵汀阳先生所说，在现代，政治问题所以变得尤其重要，就是因为现代政治把社会变成一个只能依
靠政治去收拾的烂摊子，于是政治要挂帅。
哲学的核心问题曾经由“世界”转向“知识”，又由“知识”转向“语言”，再由知识和语言转向“
社会”，在社会问题中’，根据不同的角度，又有伦理学的转向和政治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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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哲学是一种哲学运思方式。
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政治，但根本的是由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决定的，不过是这种运思的指向而
已。
它很大程度上与哲学家的素质、风格、人格甚至本能有关。
不同旨趣的哲学家，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定位。
　　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诠释，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它是一门关乎
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法性根据或基本政治原理（原则）的智慧之学。
譬如，有论者就认为，如果我们把“政治”一般的界定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或政治社会之公共权
力——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的公共组织、公共秩序和国家组织治理，那么，“政
治如何进入哲学”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和理解国家或政治社会之公共权力及
其运用方式的正当合法基础、基本政治原则及其背后的价值意义，并为之提供充分合理的哲学论证。
　　有学者认为，政治就是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而政治哲学就是关于利益、权利和权力
的界定和分配的正当性论证（由于正当性论证往往要以道德理由为最有力的依据，所以政治哲学总是
同时涉及伦理学）。
简单地说，政治哲学问题就是一系列关于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论”（justification）问题。
　　有论者认为，政治哲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政治学的历史传统。
在现代，政治哲学主要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反映了科学取向的政治学对传统政治学的路径与方法的
定位。
政治学的现代发展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受到科学的知识体系的极大影响，其基本倾向是以实证
科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并且以“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别作为基础，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体
系，即规范的政治哲学体系和实证的政治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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