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起步

姚大志

《江海学刊》是中国学术期刊界的一面重要旗帜，在 其 创 刊 以 来 的 六 十 年 里 ，发表了众 

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在许多领域和方向开启并引领研究的潮流，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在近20年 里 ，我与《江海学刊》有 过 多 次 合 作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20年前的第一次合作。

我在《:江海学刊》发 表 的 第 一 篇 文 章 标 题 为 “社会 正 义 —— 罗 尔 斯 与 诺 奇 克 之 辩 ”，刊 

载 于 1998年第3期 ，其时正值它创刊40周 年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我与该刊的第一次合作不仅仅 

是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而且也产生了一组文章。在 这 组 文 章 发 表 之 前 ，政治哲学研究刚 

出现在中国，但是这个领域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20年 过 去 了 ，政治哲学现在不仅位于哲 

学 舞 台 的 中 央 ，而且也是其他学科( 政 治 学 、法 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关注的焦点。“公 平 ” 

“正 义 ”“自由”“平 等 ”不仅是学者们独用的术语，而且也变成人们频繁使用的日常词汇。可 

以 说 ，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已经从20年前的涓涓溪流变成了今日的彭湃潮流。在这种研究 

刚刚起步的重要阶段，《江海学刊》对它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追 根 溯 源 ,这 个 故 事 是 从 19% 

年开 始 的 &

中 国 现 代 外 国 哲 学 学 会 每 年 都 会 召 开 一 次 年 会 ，1996年的年会是 在 桂 林 的 广 西 师 范  

大学举行的。那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实用主义，其实主要讨论的是罗蒂。因为我自己对新实 

用主义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也没有给大会提交论文，更 没 准备发言。当时中国现代外国 

哲学学会的会长是涂纪亮先生，他知 道 我 从 美 国 回 来 不 久 ，就希望我能在会上做一个发 

言 9 我 表 示 ，我对实用主义没有什么研究。但 是 涂 先 生 坚 持 让 我 讲 一 讲 ，主题由我自己决 

定 。我 就 跟涂先生说，我在美 国 访 学 一 年 ，觉得美国哲学近年来有很大变化, 出现了一些新 

的 东 西 ，一 些 新 的 潮 流 。于 是 ，在 这 个 专 门 讨 论 美 国 新 实 用 主 义 的 会 议 上 ，我做了一个发 

言 ，讲了我认为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和新潮流—— 政 治 哲 学 的 兴 起 。 

这也许是国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有人讲政治哲学。

在 这 次 年 会 结 束 的 时 候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决定下一年的年会由吉林大学来主 

办 。当时的学会秘书长是贾泽林先生，他就明年年会的主题征求我的意见。我 说 ，由吉林大 

学 来 主 办 ，那么主题就是政治哲学吧。这 样 在 1997年的8 月份,吉林大学在吉林省抚松县的 

仙 人 桥 (长 白 山 脚 下 )举办了主题为政治哲学的年会。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召开专门的政 

治 哲 学会议。我曾经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说，如果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要找一个标志性的 

起 点 ，那 么 它 就 是 1997年 的 这次会议/ 在历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会议上，通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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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争先恐后地发言，而主办方往往为了安排发言而非常苦恼。但 是 在 这 次 会 上 ，由于参 

会者对政治哲学所知甚少，所 以 发 言 很 冷 清 ，主要是二、三 个 学 者 讲 ，大多数人听。

当时还是《江海学刊》年轻编辑的韩璞庚参加了这次会议。韩璞庚对学术问题拥有极 

好 的 理 解 力 ，对学术潮流具有异乎寻常的直觉。虽然他那时对政治哲学也没有多少了解， 

但是这次会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意识到政治哲学对今曰中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和 理 论 意 义 。在从仙人桥返回长春的客车上，他 向 我 提 出 一 个 建 议 :我 代 表 《江海学刊》向 

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者约稿，以 形 成 ^组 笔 谈 由 该 刊 发 表 。

我 对 这 个 建 议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希望政治哲学在中国迅速起步和发展，而且也知道 

这组文章将会对这种研究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了早日推出这组 

文 章 ,我 与 韩 璞 庚 频 繁 联 系 ，商 量 各 种 相 关 事 务 ，从 拟 定 约 稿 者 名 单 ，到 邀 请 作 者 们 写 稿 ， 

从 催促各位作者交稿，到文章最终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这是一组由5篇文章组 

成 的 笔 谈 ，作者为万俊人教授、徐 友 渔研究员、韩 震 教 授 、顾肃教授和我。

这组文章对新嵋起的西方政治哲学给予了介绍，也尽可能对所论及的思想和派别做 

出评价。顾肃教授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对西方政治哲学做出了整体性的评价，其中 

特别对自由主义给予了分析，同时也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社 群 主 义 、新保守主义 

以及新激进主义等等。姚 大 志教授的“社会正义—— 罗尔斯与诺奇克之辩”首先讨论了当 

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意义以及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变换，其次对罗尔斯与诺奇克 

之间的争论给予了介绍和评论，最后分析了这种争论的自由主义实质。徐友渔研究员的 

“公 共 伦 理 :正 义 还 是 美 德 —— 自 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抓 住 了 20世 纪 80年代西方政治 

哲 学 争 论 的 主 轴 ，他首先讨论了处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介绍了当代自由主义的 

三位代表人物—— 罗 尔 斯 、诺 奇 克 和 德 沃 金 ，其 次 讨 论 了 社 群 主 义 对 自 由 主 义 的 挑 战 ，以 

及社群主义四位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桑 德 尔 、麦 金 泰 尔 、沃 尔 策和泰勒。韩震教授的 

“公共价值观—— 当代西方社团主义的主要观点”讨论了80年代 兴 起 的 社 群 主 义 思 潮 ，对 

众多社群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归纳，特别强调了社群主义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多元主 

义和历史主义。万俊人教授的“公共哲学的空间”首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 

讨论了公共哲学所需要的公共理性以及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最后分析了罗尔斯《政治自由 

主义》中的公共理性概念。这 5篇文章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其主题都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这 一 组 文 章 发 表 后 ，立即被《新华 文 摘 》（1998年第8期 )全 部 转 载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这说明《江海学刊》和 《新华文摘》两个编辑部具有卓越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力。由《江海 

学 刊 》发 端 ,然 后 经 《新 华 文 摘 》推 波 助 澜 ，它们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给予了有 

力 的 支 持 ，对其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1998年 之 后 ，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在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 

中 ，最初的研究者是一些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然后逐步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 

哲 学 领 域 。在 今 天 ，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已经不限于哲学领域，其 他 学 科 (如 政 治 学 、法 学 、经 

济学和社会学) 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者。这种政治哲学的热度典型地体现在博士论 

文 中 ，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选取政治哲学作为研究的主题。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可 以 说 ，在一 

个 相对短暂的时期内，政治哲学由“空 白 ”已 经 进 入 到 哲 学 舞 台 (甚 至 学 术 舞 台 )的 中 央 ，而 

它 所 使 用 的 核 心 词 汇 (如 “正 义 ”“公 平 ”“自由”“平 等 ”‘‘权 利 ”等 )现 在 B 经成为学术界甚



至整个社会的流行语。没有政治哲学研究者、学术刊物和媒体的共同努力，就没有诸如“公 

平 ”“正义”这些观念的流行。

值 此 《江 海 学 刊 》创 刊 60周 年 之 际 ，我回忆起20年 前 第 一 次 与 该 刊 合 作 ，回顾20多年来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从起步到壮大的发展过程，感 慨 万 千 ，难 以 言 表 。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 

亲 历 者 和 见 证 者 ，我尚在中国政洽哲学研究起步阶段给予有力支持的《江 海 学 刊 》表示衷 

心 的 感 谢 。

( 姚 大 志 ，吉 林 大 学 哲 学 社 会 学 院 教 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