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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为《共同的心智》续篇
，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区别进行了更为完备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自由何以成为共和国中
的公民身份和典型的主观价值的结合体？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在无支配的自由观基础上，
阐述了争议民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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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曾长期任教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当代著名哲学家，享有多种学术荣誉并担任多种学术职务，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其主要著作包括：《判断正义》（1980）、《不仅仅是惩罚》（合著，1990）、《罗尔斯》（合著
，1990）、《共同的心智》（1993）、《共和主义》（1997/平装本，1999）、《伦理学的三种方法》
（合著，1997）、《一种自由理论》（2001）以及论文集（规则、理性与规范）（2002）等。
其中《共和主义》一书已拥有多种语言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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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样一种共和主义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支持多么激进的政策呢？
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首先，它取决于问题的严重性，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质量。
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中，同等程度的剥夺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它在一个运行不畅的公民社会中
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恶劣。
其次，它取决于国家为处理这些问题所调用之手段的效率：比如说，它取决于国家为处理这些问题能
调动多少资源而不至于养成依赖心理或依赖文化--就像福利国家的危机有时所受到的批评。
根据对这些本质上是经验性的问题的回答，共和主义者将要求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或多或少
的帮助；全部用现款或者至少部分用现款提供这些帮助；直接地或者通过独立的民间机构提供这些帮
助；按照补助申请或者作为一种普遍福利的一部分提供这些帮助；等等。
从共和主义的理想到这些具体政策问题的决定，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论证；决策既由哲学的考虑所决
定，也由经验性的考虑所决定。
 尽管这一需要取决于政策发展中的经验性假设，但共和主义的政策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个可能的特征值
得注意。
首先，不管如何解释，这种政策几乎必然不具备严格的物质平等主义；其次，这种政策必然要求依据
严格的程序--即使存在着类似于法律这样的限制--而不是特殊权威的意志来实现福利。
 强化由贫穷所导致之支配的免除，减少受到他人之剥削或操纵或胁迫的可能，诸如此类的目标要求他
们拥有森所说的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因此，它将要求某些物质不平等的实质性减少。
但是，一个人显然不必拥有与他人同样的资源就可以具备足够的不受制于他人的能力，拥有必需的基
本能力。
为了足够的富裕--保证足够的富裕--以免除任何专断的干涉，我不必像我的雇主一样富裕。
 如果说强化无支配的目标并不要求严格的物质平等，那么扩大人们不受支配之选择广度的目标同样如
此。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其原因在于，即使平等化的措施并不会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
量--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也没有理由认为，不受支配之选择的广度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平等转移而
实现最大化。
国家为了保证为一个人提供额外的资源，从而扩大其不受支配之选择的范围，必然得剥夺另外一个人
的相关资源，从而必然缩小其不受支配之选择的广度。
没有理由认为，转移会产生赢余；相反，国家干预的成本几乎必然意味着，第二个人获得的将少于从
第一个人那里索取的，转移将造成不受支配之选择总体广度的缩小。
 除了反对物质平等主义之外，关于社会经济独立的共和主义政策的另外一个特征几乎必然要展现。
尽管福利要求人民生活在一个能够增进整体无支配自由的国家之中，但国家本身决不能带来某些形式
的支配。
比如说，不管为贫困的人提供多少收入（income support），它都必须尽可能地作为一种权利（a right
）而提供（参见Ingram，1994）。
它不能像一件礼物（a gift）那样被人随意地收回：不管是救助者的雇主，还是街道上的官僚，甚至人
民选举的官员或者议会的大多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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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共和主义在美国宪法学中的复兴是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有机和重要组成部分。
其共同指归是要调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从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层次上理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关系，是理解共和主
义复兴的前提。
本书所提出的争议民主概念，以政治活动中的支配性作为关注焦点，契合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成过程中
的“非对称性对抗概念”的分析架构。
在健全的理性共识尚未形成，甚至形成共识的动机尚未得到充分激发的语境中，争议民主比商议民主
更有针对性，更能激发形成共识的动机。
　　——应奇，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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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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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共和主义在美国宪法学中的复兴是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有机和重要组成部分。
其共同指归是要调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从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层次上理清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关系，是理解共和主
义复兴的前提。
本书所提出的争议民主溉念，以政治活动中的支配性作为关注焦点，契合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成过程中
的“非对称性对抗概念”的分析架构。
在健全的理性共识尚未形成，甚至形成共识的动机尚未得到充分激发的语境中，争议民主比商议民主
更有针对性，更能激发形成共识的动机。
 --应奇，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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