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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全景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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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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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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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治评论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

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被恃才傲物的文化批评家泰勒,伊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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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佩里,安德

森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后现代性

的起源.$-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对英

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做出了多方面的

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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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德森推出了自己的又一部著作-思想的谱系///

西方思潮左与右.(

O

A

*G>)H(

!

T)$(]3

M

9>>$;*N>3%>9*5$)26$NZ6*&'

)"

该书一经问世就赢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泰晤士文学增刊.把这本书评论

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论集'"-大西洋月刊.认为这

是&当下知识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评论家的力作'"-共和.认为&安德森

仍然不失为激动人心的典范'#该书的中文版历时三年的翻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

年
!-

月出

版"并且被-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推荐为
,-!-

年度十部最有影响的图书之一#

正如作者安德森在前言中所写!&本书是一部有关当代思潮史的著作#可以把它看做一份对于特殊

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从主体部分看"-思想的谱系.是一本书评汇编"其中大部分文章写成于
!++,

年到
,--C

年并发表在-伦敦书评.杂志"有部分更新#回顾曾经发表的书评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二次创作

活动"而且将它们按照主题和文体一致性来分类并非易事#但对于这位博学多才$文字考究的作者而

言"他巧妙地将这些文章归为不同章节"分别涵盖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并以两篇颇有个人风格的文章

作为结尾"其构思之精准令人折服#该书针对西方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极富信息量的叙述和评论

既丝丝入扣$逻辑严密"同时呈现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美感#

&本书的展开遵循了时间的顺序"从冷战结束开始#'(第
D

页)该书第一部分考察了来自右翼的四位

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还有同一阵营

的两位学者!费迪南德,芒特和蒂莫西,加顿,阿什%第二部分考察了世纪之交的属于中间派的三位领

军性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诺贝尔托,博比奥%第三部分转移到了六位左翼

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小说家!爱德华,汤普森$罗伯特,布伦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赛巴斯蒂亚诺,

廷帕纳罗$戈兰,瑟伯恩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章作为附录包括两篇文章"其中一个是评价著名

刊物-伦敦书评.的%另一个则记录了佩里,安德森的父亲詹姆士,安德森在中国的一生"对于了解民国

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和外交)"颇具史料价值#

从全球范围来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以来"右翼的观点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中间派逐渐

迎合他们"而左派则仍然处于大撤退之中#安德森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抵制这种退步'

(第
D

页)#而左派若要有力回击右派的进攻"就必须拥有一种直面理论对手的交流$对话和交锋的能

!

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第
!

页#以下除非特别标出"全部引自该书"简便

记"统统只标注页码#



袁银传 等!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全景图谱

力#在-纪念!爱德华,汤普森.中"安德森写到!&辩论是冲突的对话"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在真理的渴求与愤怒的爆发$辩

论的天职与激情的燃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第
,!C

页)可见"安德森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辩论者"回顾和呈现出这本具

有较大时空跨度的人文知识分子论文集的#而且"佩里,安德森深厚的学养$娴熟的文字技巧$非凡的语言掌控能力以

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丰富阅历"使其在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游刃有余#

该书第一部分政治学"分为三章#第一章-顽固的右翼.用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了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和哈

耶克的异同#虽然&四人专业各不相同"哈耶克是经济学"施米特是法律"施特劳斯是哲学"奥克肖特是历史"但政治学把

他们的关切都引到了同一个领域'(第
C

页)#&对于这四位思想家各自学术观点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的共同经历是两次

世界大战间歇期欧洲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第
C

页)安德森批判了施米特的在政治层面的非此即彼的赤裸裸的&抉择

论式'观点#而奥克肖特的抉择论始终只是在道德层面上的#安德森还讽刺了施特劳斯所阐发的系统的政治学理论并

由此培育出了一个特色独具$见解独到的美国保守主义学派#接着"安德森&把哈耶克和奥克肖特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

点'(第
!"

页)"并通过对比深入剖析了他们的思想"即无论用什么形式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在抨击$歪曲和抵制

民主$议会$协商等一些起积极作用的和平要素#安德森在第二章-宪政舞台.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一位精明的唐宁街

政治顾问'费迪南德,芒特#认为他&试图用一系列公正而又温和的$有助于适应英国之外的*未来潮流+的变革来重新

唤醒英国宪政的*旧精神+'(第
0"

页)#芒特的代表作-英国今日宪政.对于英国的构架以及修复这种架构所需要的东西

的文字功夫和才能无人质疑"但是在政党问题的淡出是一个惊人的倒退#但安德森认为这当然不是芒特的疏忽"之所以

&他对宪政的分析之所以漏掉了政党"是因为对政党进行思考将会引发一些致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他一开始就想刻

意压下去的'(第
D"YD+

页)#另外"通过将芒特的代表作-英国今日宪政.与罗德尼,布雷热的-宪政改革.的比较"安德

森明确指出芒特在方法上存在局限性#最后安德森揭示了芒特并不是极右翼阵营里的异端分子"其&-英国今日宪政.不

是设法扩大民主"而是为了维护旧式自由而限制民主'(第
.-

页)#在附记当中"安德森注意到了芒特十年间的令人震惊

的变化"认为芒特的新书-关注差距.&不是对英国宪政遗产的慢条斯理的改进"而是对英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滔滔不绝的

控诉'(第
.!

页)"全书充斥着对不平等的麻木不仁和当代英国核心地位的自鸣得意#第三章-中欧之梦.转到讽刺英国

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作为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

加顿,阿什始终明白他的中欧观&不过是一个自编自导的神话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被无耻地炮制出来就是为了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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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装进西方的外交套子'(第
+-

页)#安德森毫不客气地说!&历史事实是"一

味讨好*

@:7

三国+的战略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就政治而言也是盲目的'(第
+,

页)"并且指出加顿,阿什的视

野过于局限#在附记当中"安德森提出加顿,阿什的新书-自由世界.的视野扩大了"但是其整个架构&就是一个巨大的

高悬在上的暴力之笼'(第
!,!

页)#整本书透露出更大的无知和对美国的谄媚#

贯穿第二部分哲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共识'和那些竭力鼓吹&共识'的哲学家的反感"由霸权政治控制的&共识'被

安德森的严密逻辑给戳破#这一部分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美国的约翰,罗尔斯$德国的尤

尔根,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诺贝尔托,博比奥#在这三位哲学家中"约翰,罗尔斯受到安德森的批评最多#针对罗尔

斯的评论-设计共识."顾名思义"在安德森看来"这里所指的共识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通过对比分析罗尔斯的-正义

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两本政治哲学著作"安德森质疑了罗尔斯的原初理论的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以及由此构建出来

的宏大思想体系"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按照罗尔斯的逻辑应该可以给他的-正义论.写本题为-非正义论.的续篇#在评

价哈贝马斯的-规范事实.中"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的第一本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方法与论点方面是相互矛盾

的'(第
!DD

页)"忽略社会不平等的事实"而去幻想达成某种必需的共识只能是天方夜谭#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在事

实与规范之间.中表达的政治立场&与民主形同陌路'(第
!D+

页)"因为一再地回避现实的真实性"其所宣称的理论只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过时又过时的哲学'(第
!.-

页)#在-谋求价值.中"安德森评论了博比奥风靡意大利的最具时事

性和个人风格的作品-左翼和右翼."认为该书不那么令人信服#博比奥本该说明却并没有解释天生的平等和不平等之

间的事实上的平衡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可变性和不可变性等问题上取得的共识"同时安德森认为在没有与经验的社会世

界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构建一种政治价值论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安德森客观评价博比奥在哲学上超越了罗尔斯和哈

贝马斯"因为&后两人曾试图抹杀存在和应在之间的区别"在理想化现存世界还是超越现存世界之间不断摇摆"而博比奥

则死死固守法律实证主义和培养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价值和事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不容混淆的范畴'(第
!/!

页)#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安德森花费了较大篇幅在-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中探讨了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这三位

政治哲学家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

际秩序及其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安德

森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他们对帝国战争的军事干预的一致认同"反

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的非正义的干涉"还可能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因为&真正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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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需要法律的力量"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认同'(第
!/D

页)#

该书第三部分历史学转移到了左翼的领域"左翼学者在安德森笔下的待遇要好许多"不乏溢美之词"即使是批评也

相对委婉#在回忆自己的同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首创者$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时"安德森赞扬他的文字&闪

耀着激情和智慧'(第
,!+

页)"但是对他沉溺书斋的责备也毫不遮掩#对意大利语言学家赛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安

德森毫不吝惜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杰出'这个词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二十世纪下半叶最纯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第
,,/

页)的肯定!&在浩瀚如海的结构主义的(或有关结构主义的)文献中"没有人能够在西方语言学比较历史的把握

上与他并驾齐驱#'(第
,0,

页)同时安德森充满着对廷帕纳罗的遭遇巨大精神压力的同情"一个是不敢在公共场合讲话"

另一个是严重的广场恐惧症#安德森对剑桥著名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的赞扬也溢于言表"称赞他的著作-性与权力之

间.通过强有力的理论结构$有趣的数据支撑$一系列宏大的叙事"第一次为读者提供了真正的全球历史著作范本"&是历

史学知识和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是各种天赋极为罕见地融合在一起的结果#'(第
,."

页)在评论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

纳时"安德森指出布伦纳的著作的特点是将英国革命的时间跨度定位于长期的动荡的背景之下"大加表扬他的新著-商

人与革命.&改变了英国革命的历史面貌"虽然从未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但马克思的精神却无处不在'(第
,"0

页)#但是"

安德森也委婉地指出布伦纳忽略了&君主作为贵族秩序的拱心石在支撑起整个等级制度的拱形结构上所具有的意识形

态作用'(第
0--

页)#让-思想的谱系.变得格外有趣的是"安德森在这个部分里放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哥伦比亚

著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森称赞他&对

他的祖国的即使是最糟糕的描述"也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温暖"一种永恒不变的爱'(第
,C+

页)"马尔克斯从整个拉丁美洲

的地缘政治学的立场出发反思整个拉丁美洲"他的著作-为小说而生.是&一座宏伟的$精致的文学想象力的大厦'(第

,C/

页)#但对于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的批判$讥讽之意则浸透了字里行间#尽管承认霍布斯鲍姆有

着&优美含蓄$凝练率直的文笔'(第
0,+

页)"但也不客气直接地指出了霍布斯鲍姆&缺乏近距离政治讨论'$&缺乏对欧洲

共产主义问题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宽容'(第
0D-

页)而导致不应该的错误一再发生#

第四部分由两篇附录组成#一篇是对-伦敦书评.从
!+/+

年创刊到
!++.

年这一时间段的同情性的评价#另一篇文

章是关于安德森的父亲"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和他当时工作过的中国海关#从最后这篇关于安德森父亲的文章"我们可以

对其家庭历史窥见一斑#

回顾全书"-思想的谱系.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进行了一次全景扫描#就其范围来说"该书的论题涵盖政治学$哲学$

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等不同的学科领域"话题涉及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宪政理论$国家理论$民

主理论$正义理论$家庭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古代和
,-

世纪的教训的理论$关于记忆和死亡的理论等等"论域极为

广泛"足以说明作者的博学#就其体裁来说"因为大都是曾在-伦敦书评.上发表过的文章"如何给这些&书评'再写书评"

难度可想而知"若非安德森善于组织二手材料"是一个文字高手"实难完成#开阔的学术视野"渗透着哲学的深邃$历史

学的广博以及文学评论家的激情和洞察力"使这本著作具有了一种超越单纯政治论著的独特魅力#作者的文字叙述行

云流水"读者更在本书中可以寻找和体会其中的理性洞察力$率真品质与道德激情#所以"尽管佩里,安德森与爱德华

,汤普森长期相互抨击"但是当这位左翼前辈晚年托人转告&奥克肖特是个无赖#告诉安德森清掉他的流毒'(第
,,.

页)时"安德森也的确将奥克肖特列为-思想的谱系.开篇批判的头号人物#同样出于这种热情"他可以一边毫不留情地

挑出霍布斯鲍姆的种种失败"一边又饱含温情地责怪&伟大人物总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瑕疵"包括有时看不到自己的伟大

之处"或者什么东西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第
00+

页)#就其写作方法来说"安德森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对人物进行单独

评说"而是从比较视域将思想人物放在&思想的谱系'大视野之中"通过对比得出中肯的结论#全书逻辑十分严密"简洁

而不乏充实#同时作者毫不隐藏自己对笔下各类人物的褒贬之情"褒则不吝溢美之词"贬则辛辣而一针见血#此外"让

这本书独具魅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前言中安德森说&研究某人为什么会如此坚持己见"这样的冲动不仅是十分适当

的"而且会富有收获'"而安德森本人也正好可以成为这样的研究范本"他一直骄傲地保持着他的独立#

诚然"安德森所言并非全部真理"但单就书评而言"作者批评性的赞赏态度$刨根问底的执著精神$多层面的深刻分

析"以及深入浅出的评论$优美生动的叙事$形象诙谐的语言"这些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风格都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

得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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