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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方面
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的推
介多少有关。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李
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倡导并呼吁
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公共的哲学
”。
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
、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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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思想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科学、公共政
策等多种角度，探求适合21世纪的“公共性”，构建“学科结构改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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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幕府末期日本公共观念的转变——议会制观念的形成过程三谷太一郎政治体制的革总是伴随着
为统治正当性寻求理由的公共观念的转换。
这一点在由幕藩体制向明治国家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也不例外。
面对国门被叩开的政治危机，幕藩体制需要重新讨论作为政治秩序组织原理的公共性，于是为了强化
这一公共性，提出了两个基本方针。
其一是为了幕府的政治决策而扩大政治交流。
即幕藩体制为了重新构筑能够抵御外界压力的权力，不得已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员范
围，同时还导人了讨论的形式。
与从前传统、闭塞的政治交流相比，可以说，为形势所迫的幕府开创了更为广泛、更为开放的政治交
流的可能性。
而且，以此为开端，政治交流中的公共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急速增长，最终使幕府无法掌控。
这种幕府末期政治交流的公共性的极大化绝不是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产生的。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在《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一书中论及欧洲“市民公共性”
（btirgenlichetiffentlichkeit）的形成时指出：“非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形成于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保护伞下
。
这就是成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性的前驱的文艺公共性。
”①所谓“文艺公共性”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法国、英国将文艺作品作为交流的媒体，通过对
文艺作品的共享和讨论而形成的、以“读书的市民公众”（dasbtirgenlicheLesepublikum）为基础的公共
性。
哈贝马斯说：“政治的公共性逐渐显身于文艺的公共性当中，并通过公论（fffentlicheMeinung）成为国
家与社会欲求之间的媒介。
”②其实，在日本也曾经存在承担着欧洲这种作为“政治公共性”前期形态的“文艺公共性”
（dieliterarische／fffentlichekeit）的相应作用的历史实体。
日本在18世纪末宽政时期以后，幕府的官立学校“昌平黉”不仅向幕府的大臣、武士开放，而且也向
陪臣以及平民开放。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被各藩录用的、毕业于“昌平黉”的人为中心的横贯全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
构成了相互问自由交流的网络。
作家森欧外的作品《涩江抽斋》、《伊泽兰轩》等描写的正是以超越所属阶层和身份壁垒的知识阶层
为基础的、全国性知识共同体的实际状态。
③“文艺公共性”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促成了超越于各藩的“讨幕派”政治联合，实现了幕
府末期的全国性政治交流，并成为脱胎于此的新“政治公共性”的前提条件。
例如，赖山阳的《13本外史》等论著成为了促进幕府末期政治交流的有效媒介。
这些确实脱胎于“政治公共性”之前的“文艺公共性”。
处于政治危机的幕府所采取的另一个方针是：通过与以前一直被排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朝廷的合作，
幕府在“公仪”的名义之下象征公共性的程度得以提高。
幕府赋予统治以正当的公共性，并通过对公共性的具体化不断增强政治效力。
哈贝马斯将之称为“代表性的被具体化的公共性”（reprasentative5ffentlichkeit）。
他说，在欧洲带有“代表性的被具体化的公共性”的教会和地方贵族逐渐失去了这一性质，象征公共
性的功能集中于国王的宫廷。
①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之一，不言而喻，就是逆旧幕府的意图而行之，“代表性的被具体化的公共性
”从将军转移到天皇。
本章的目的就是俯瞰以上两种意义上的幕藩体制下的公共观念的转换。
换言之，就是考察明治国家的两个历史范畴的形成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1．幕府末期“传统之统治”危机的应对为了维持幕藩体制中实质的中央集权统治，幕府贯彻了以下
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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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除幕府之外的自立性权力。
首先，对于朝廷，幕府使朝廷承认“皇室及朝臣诸法度”，据此将天皇排挤到政治过程之外，同时使
“关白”及“武家传奏”占据朝廷的运营中枢，并由幕府掌控这两个官职的任免权。
②但是幕府一方面彻底使朝廷政治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只要不妨碍中央集权统治的实质，就不剥夺作
为正当性源泉的朝廷政治的地位。
其次，排除政治自主性在幕府对诸侯的关系上得到了最严厉的贯彻。
众所周知，关于修理居住城堡的限制、禁止新建城堡、禁止自由婚姻、参勤轮换制等“武士诸法度”
严格限制了各诸侯的自由行动范围。
将军，正如新井白石所指出的那样，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丰田秀吉的不同点，在于面对诸侯不是“
伯者”（同位诸侯之长），而是要求其臣服的“王者”本身。
①尽管如此，幕府还是把全国米谷收获量的约四分之三给了诸侯，幕府的全国统治在使诸侯领国制存
续的同时，通过与各个诸侯关系中压倒性的优越性而得以维持。
进而，对于对幕府具有潜在抵抗可能性的宗教势力，幕府也进行了强烈压制。
在幕府成立前就已经大势尽失的佛教势力，被置于“寺社奉行”②的监督下，通过信徒证明制度③起
到幕藩体制末端行政机构的作用。
对基督教则实行全面禁止，禁教原因与其说是源自对其教义的敌意，不如说是源自对其通过与内外政
治势力的勾结而产生的威胁幕藩体制的可能性而产生的警戒感。
这通过闭关锁国的形式得以贯彻。
幕府为实现对全国的集权统治而采取的第二个基本方针是排除幕府的自立权力。
首先，幕府的决策原则上采取合议制。
“老中”以下的各职制不是独立任职，而是采取合议制。
例如，“老中”4，5人，“若老中”3-5人，“大目付”4人，“目付”10-30人，“寺社奉行”35人，
“町奉行”2人，“勘定奉行”4人，①各种决策都是通过合议制争论与妥协的结果。
这主要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的成果，之前的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时代所表现出的向辅佐将军的
特定人格的权力集中，通过合议制以及同时进行的按月轮流的制度得到了抑制。
通过幕府各机构内部相互制约、均衡的机制，防止了特定机构和以之为据点的特定势力的绝对优越化
。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行政任务进行了质的扩充，因此专业知识逐渐变得不可或缺的情况下，统治者一
方面利用专门知识，另一方面在专业知识的优势不断增大的倾向下保护自己，为对抗专门知识而主张
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立场。
合议制就是适合这种目的意识的典型形式。
即统治者通过合议制，使参与合议制的专业人士相互竞争而控制他们，避免统治者自身通过特定个人
的垄断性影响而作出恣意的决定。
韦伯说，合议制在成立期是决定君主制的典型制度，是为了确保行政无主观性的最实力强大的手段之
一。
②随着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幕府在行政方面需要质的飞跃，同时还必须确保处于专业化进程中的将
军的行政领导，可以说，幕府政治初期形成的合议制是同时兼顾这两者，是为了达成高度平衡这两项
权力的目的的一种权力的合理化。
另外，合议制确立的背景是武士的官僚化。
合议制通过剥夺武士本土性（及由此起因的独立性）而得到促进，并通过作为“武家诸法度”中的本
职伦理所导人的儒教意识形态而达到正当化。
这必然阻止了相对于幕府或者幕府中的自立权力的增长。
而且，幕府机构中的权力分散遏制了幕藩体制中政治自主化的可能性。
其显著表现是，名目性权力（地位）和实质性权力（实权）的分离形式，启动了幕府机构内部相互制
约的平衡机制。
关于这一点，福泽谕吉曾指出：“大凡幕府的政务组织，此种情况不胜枚举，列举愈详，便愈能看到
平均主义的细致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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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样，在权力机构的内外排除自主权力的幕府，不仅要排除明显存在或者潜在的政治势力，而且
也要扼杀全社会的自主性萌芽。
阻断整个社会的自主交流，使一切的社会人际关系均不能进行自主交流，并尽量使之固定化、形式化
。
即各种社会性人际关系一方面作为身份关系被形式化，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性割据关系被固定下来。
在幕藩体制社会中，通过身份制度将行动方式细微地类型化，这弥补了自主性交流的缺失。
另外，空问上的自主交流也被严格禁止，幕府不仅限制和禁止自由旅行，而且还限制自由访问。
作为首任驻日英国公使到幕府末期的日本任职的卢瑟福?阿尔科克（RutherfordAlcock）在《大君②之
都》中有如下记述：“严格的法规甚至禁止诸侯们的相互访问。
这是有一天阁老们特意指着在谒见室坐成一排的诸侯们对我明确说明的。
一诸侯们都是朋友、同僚，但他们是不允许相互跨过各家门槛的．。
因此，究竟他们是否有社会生活还是个问题⋯⋯”④在全社会进一步压抑自主性的是布满权力机构内
外的相互监督组织。
伴随着合议制与权力的分散，幕府内部还具有精密的相互监视功能。
关注这一点的阿尔科克在《大君之都》中描述如下：“每一职务都具有双重功能。
各人之间都相互警戒。
不仅整个行政机构是复数制（合议制——三谷注），而且在基于马基雅弗利主义原则的，牵制别人，
同时也被别人牵制的制度的最严密谨慎的体制，在此地被精密地发展到了极致。
”②例如，“老中”以下所有的幕府官吏均处于无所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这种眼神处于“若年寄
”的统治下，同时复数的眼睛相互之间还在互相监视。
如上所述，幕藩体制的权力在全社会规模上使自主性、流动性几乎趋于零，完全将人际关系类型化、
固定化，从而使幕府统治得以存续。
这如同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形容的那样，制造出对内的封闭状态，“日本国内的几千万人，
被封闭在几千万个箱子中，如同被几千万堵墙壁隔开，丝毫动弹不得。
”④而且，对内的封闭状态必然归结为对外的闭关锁国。
在这种对内、对外的封闭锁国状态之下所确立的秩序作为规定幕藩体制的“祖法”获得了正当化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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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公共哲学》丛书第1辑10卷本的最终卷中文译本完稿，译者如释重负，也备感欣慰。
在参加该系列著作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了日本公共哲学运动取得的成果，而且通过
每一次翻译研讨会上中方译者与日方著者之间的直接对话，更加深切地体悟到当下建构公共哲学的必
要性、可能性与深远意义。
本卷是《公共哲学》丛书中译本的最后一卷，具有总结迄今公共哲学研究成果，展望21世纪公共哲学
研究前景的重要的综括性意义。
本卷收录的是对公共哲学较感兴趣的各领域学者们的新作，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提出了“21世纪公
共哲学的展望”这一共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思想史、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科学、公共政策等各种角度，探求适合21世纪的“公共性”，摸索“学科结构改革”的路径
。
现在，学术界虽然在表面上提倡跨学科交流，但学科严重分离的现象仍未消除。
而“公共性”这一概念包含“实证性记述对象”和“规范性价值理念”两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跨学
科的课题，它能够填补上述差距，为分裂化、隔膜化的各个学科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促进学术
的发展。
这是因为，只要提到公共性、公共世界，那些实证性的、记述性的社会科学也不得不站在哲学的（理
念的、规范的）角度上看待这一问题；而哲学、伦理学也必须援引历史的、经验的实例来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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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公共哲学的展望(第10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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