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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
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
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
哲学。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痛苦之中，除非灵魂深处闹革命痛改了自己的世界观。
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错误的政治。
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
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
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
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
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
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甚至无话可说。
假如存在极乐世界，那一定没有历史，一定非常无聊。
人类一直在追求“样样都好”和“天天都好”的极乐世界，可这是个悖沦性的追求：“样样都好”的
世界里无所谓价值，而价值的消欠导致生活意义的消失；“天天都好”的世界不发生故事，即使长生
不老，一生也只等于一瞬。
真实世界虽然不好，却充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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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人手里，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幸福和自由。
人的命运是最大的哲学问题，而政治是命运的最大问题。
虽然世界是个坏世界。
但我们渴望一个好世界。
马基雅维利教人制造坏世界，赵汀阳试图指出如何对付坏世界。
 这本书讨论了决定人们命运的制度、自由、权利和权力，这本书揭示了治国、治人、治事的秘密、策
略和智慧！
本书最适合读者：学者、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传媒工作者、学生以及关心政治的各界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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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雄好汉总是很少，在个人行动时见利忘义，在集体行动时总想搭便车，偏好五花八门，理想南辕北
辙，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商谈而达成契约绝非易事。
更可能的是，人们在冲突中慢慢建立一些均衡的行为模式，进而形成制度。
大家在别人行动时互相了解对方情况，并且互相学习到各种更具博弈优势的策略，这意味着人们的后
续博弈条件和继发的博弈策略不断得到改进，而能力更强的人不断推出更高明的策略使自己取得占优
地位。
但领先总是暂时的，更高明的策略很快变成公开的知识而为大家所学习和模仿，等到出现“集体黔驴
技穷”现象，大家拥有足够饱和的共同知识或对称知识(对称的知己知彼)以及普遍知识，这时将出现
普遍的策略模仿，大家都模仿某种被证明为最好的策略，于是达到均衡和一致，成功的制度才能够产
生。
普遍的策略模仿是形成制度的关键，假如一种策略被普遍模仿而能够使所有人都受益，那么这种策略
将发展成为稳定的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说，普遍的策略模仿可以成为检验一种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标准：凡是能够经得起普遍
模仿的策略都是能够制度化的合理策略，而凡是经不起普遍模仿的策略都不可能发展成为制度。
1.2 比较真实的初始政治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比较真实的初始政治，但仍然只是猜想。
政治的起源方式估计大致类似，因为文明初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大致类似，也就不可能有特别与众不同
的政治观念和设计，基本上是由自然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自然政治，这并非真正的政治，而是前政治
。
一直到文明开始进入创造力勃发的成熟时期，比如古希腊和中国的周朝，才出现表现了伟大想象力的
制度创新，才开始了真正的政治，这是后话。
这里所谓的“自然政治”并不是说人类早期生活仍然与动物生活大致类似。
不过科学家们尤其是动物学家们往往愿意认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其实是本质相似的，许多科学证据
似乎可以证明一些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相似情况①。
人类社会与动物生活可能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要复杂得多，尤其有着许多并
不存在于动物生活中的问题，而更值得重视的正是人类社会的那些独特问题。
这里的“自然政治”仅仅表示，在人类社会出现人工设计的政治制度之前，在一个未经理性设计的博
弈环境中所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博弈。
不过，这一划分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因为在进行成熟的制度设计之前，人类智力早已成熟，尽管还没
有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但已经能够敏感到各种深刻的政治问题的存在。
按照摩尔根的看法，存在着两种统治方式：属于文明初期的是以人身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属于成
熟文明的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②。
这个看法至今仍具权威性。
在文明初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实体都始于家族，进而由家族扩大为部族。
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方式。
由家族到部族都以血缘关系来确认“自己人”，最容易成为“自己人”的身份认同形式就是祖先认同
，在中国甚至发展出长期保存的祖先崇拜，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是农耕文化，人口流动性小，
人们尽量不迁徙(除非有战乱或天灾之类的特殊变故)，因此把祖先崇拜形式保留到近代，即使在今天
也仍然是一种心理遗产。
文明初期具有自然状态的许多特征，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古希腊人称之为chaos)，还没有成为有序社
会(kosmos)。
部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断，除了各种非理性原因(比如偶然的互相伤害以及过多的激情和不正确的联
想思维)，自然状态之所以容易出现无限制的战争，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首先是因为产权不清。
从土地、草原、森林到海洋，从河流到矿物，所有自然资源，甚至包括人身，都没有清楚界定的所属
关系。
尽管一个部族总是在实际上占有某些领地和资源，但这种实际占有是由实力所保证的，实力大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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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决定了对资源实际占有的规模。
有趣或可悲的是，“实力决定拥有”这一简单真理至今仍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真理，只不过在今
天它往往隐藏存复杂的文明制度后面。
在远古时代，实力决定所有，这一真理公开可见。
扩大部族是生存需要，一个部族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变得更加安全。
繁殖非常重要，大量的生活资料也同样重要，于是，掠夺妇女，把战俘变成奴隶，就都是头等大事。
在远古，占有妇女和奴隶完全是个生存问题，绝非后世所批判的道德错误和政治错误。
同时，占有妇女和奴隶还象征着勇气和荣耀，这是古代的一种精神生活，这种象征意义有时是致命的(
如荷马所捕写的，一个海伦被抢居然导致了血流成河的战争)。
掠夺妇女和奴隶不足以保证一个部族的安全和长期成功，因为仅仅依靠自己部族的繁殖和生产并不能
使部族壮大到高枕无忧的地步。
假定有某个部族非常勇猛，拥有大量奴隶，同然富足又荣耀，但同时却也增加了统治和管理的风险(强
大的商纣王就是南于大量奴隶反戈脱逃才亡于“小邦周”的)。
长期的混战和潜在的战争使各个部族都受够了威胁和危险，于是它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
问题：如何建立自己部族与其他部族之间的非战争关系。
这是初始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一代政治问题。
由于缺乏关于远古时代的知识，这里关于政治问题产生的说法只是一个推断。
这个推断的要点在于：远古部族的内部秩序是自然秩序，其强者为王的统治模式尚不需要人为设计，
或者说，自然统治模式还不需要观念上的理南和根据，甚至无需加以反思，因为自然统治模式是自然
而然的，它没有形成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待其他部族的问题上，部族或各自为生，或冲突战争，存
在的只是单纯的资源争夺和单纯的暴力行为，也还没有出现需要反思的相互关系，一切皆由自然。
所以说，在人们意识到部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前，不存在政治问题，只有单纯的战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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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最适合读者：学者、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传媒
工作者、学生以及关心政治的各界人士。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人手里，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幸福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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