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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维 视 角 下 的 政 治 哲 学

特约专家　吴根友

什么是政治哲学 ,这是一个人言人殊的理论问题 。然将本组专题论文称之为政治哲学的论文 ,大体
上是没有疑义的。方永博士的论文 ,颇具开创性地探讨了中西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异同 ,分别从生

活之源———农事与城邦的差异 ,思维基础———天人合一与战胜自然的差异和价值观基础———民本与神
本的差异三个有机的层面 ,揭示了中西政治哲学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差异 。陈江进博士的论文以霍布斯 、

罗尔斯 、桑塔费学派的相关论述为依托 ,集中 、细致地探讨了社会成员的正义感之于社会合作的重要性 ,
以及极端自私自利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行性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政治生活中正义原则的道德基础

及其重要性 ,对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别是强调德性的作用与价值的特点 ,具有极强的理论
启发意义 。张世保教授的论文以牟宗三与蒋庆为个案 ,深入思考了理性与德性对于中西政治实践的基
础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回应了陈江进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问题。何卓恩教授的论文以 1950年代殷海

光与张其昀 、徐复观两人的论争为例 ,深刻 、系统地揭示了民本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4篇论文虽然

并不集中论述政治哲学某一方面的问题 ,但整体上是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宏观视野里讨论中西政

治哲学中 4个非常基础而又非常具有现实感的政治哲学问题 ,对当今中国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建设
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 。

虽然政教分离 ,道德与政治 、法律的适度分开是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基本要求 ,然而 ,政治与宗教 ,
政治与教化 ,道德与政治 、法律的内在联系 ,即使是在现代化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 ,也是一个无法否
认的事实 ,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已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固然要朝向

现代民主 —法治的公民社会的目标前进 ,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不需要致力于整体公民的现代道
德素质的提升工作 。如果“正义感”这一道德素质对于当代中国民主 —法治的公民社会建设具有基础性

的意义 ,那么 ,我们这样一个十分重视德性修养的古老民族又如何将传统的“私德”转化为现代的“公德”
呢 ?或者换句话说 ,如何使得“私德”有利于“公德”(我称之为“梁启超问题”),从而有利于现代公民社会

的建设呢 ?
进一步 ,我们大体可以断言 ,“德性”是一种理性 ,即是一种道德的理性。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追问

与思考:现代民主 —法治的公民社会需要哪些形式的理性呢 ?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地思考所有政治活动

的正当性问题了。而这正是政治哲学的本性所在。大体言之 ,政治哲学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政治活动
的主体———执政者 ,对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必须进行哲学的反思 。古典“君权神授

论”肯定不能被现代人接受 ,西方社会流行的“契约论”似乎也缺乏政治实践的基础。然而 ,其中的合理
思想内核 ———“人民同意”是现代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基础的思想观念 ,却慢慢成为现代
政治生活的共识。其次 ,我们的社会共同体究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 ,每个社会成员在其中应当享受

哪些权利与福利 ,最终要朝向何种目标迈进 ?这一问题在古典的政治哲学里也思考过 ,在现代民主—法
治的公民社会里 ,也仍然要思考 。再次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一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问题很容易与其他

国家发生关系 , “地球村”时代的国际社会公民应当如何和平共处 、和谐生活 ,也变得更为迫切与真实 。
现代民主 —法治的公民社会建设不再简单是一国之内的政治事情 ,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需要加以正视的

问题。这一问题 ,本组专题文章仅有所触及 ,期待着有另一组专题文章来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