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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
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
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
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
只能是“根据中国”。
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
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
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
现”中国。
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
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
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
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
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
文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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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由于弥罗斯人认识到了侵略者的武力要强过自己，所以他们在意识到这个会议毫无作用的情
况下还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并且拒绝屈服，
那么他们从这些谈判中所能期待的唯一结果便是战争，并在最终被奴役。
雅典人以一种在我们现今的外交谈判中少见的坦白给出了他们的回答，尽管在我们当下这个世纪里，
那些在每场世界级战争的前前后后所举行的会议，在其实质性的争论中，都在重复着曾经在弥罗斯岛
发生过的一切，如果说不是在重复曾经说过的一切的话。
雅典人告诉弥罗斯人，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虚伪地声称“我们为何对我们的帝国享有权利⋯⋯或者我
们现在之所以进攻你们，乃是因为你们对我们做了不公平的事”。
他们说，为什么要讲那些别人不会相信的长篇大论呢？
反之，他们直奔主题，简洁明了地讲清楚了他们要讲的事情，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
很现实的态度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
他们对弥罗斯人讲道，“你我都明白，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即在势均力敌的国族之间才会对上述那
项权利进行讨论或争论，否则的话，强者便可以做他们所能做的，而弱者则应当忍受他们所必须忍受
的”。
弥罗斯人除了采取权宜之计别无他选。
在尝试说服雅典人相信雅典的政策最终会给雅典带去灾难之前，弥罗斯人这样回答雅典人：“你们阻
止我们谈论正义，而且还引导我们去服从你们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在《理想国》中说的话，同雅典特使所言相类似。
他说道，“我宣布，正义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不尽相同的政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会制定出民
主的法律、贵族的法律或专制的法律；不尽相同的政体为各自的利益而制定的上述各种法律，便是它
们传送给其臣民的正义，而且他们会把违反这种法律的人视作不正义的违法者加以惩处。
当我声称在所有的城邦中都有着一种相同的正义原则（即正义就是政府的利益）的时候，以上所述就
是我的意思之所在；而且由于政府必定会被认为拥有权力，所以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无论何处都只有
一项正义原则，即正义便是强者的利益”。
这一命题似乎可以做两种解释。
对强者来说，它意味着只要他们拥有强力，他们也就拥有逼迫弱者交出任何有助益于其利益的东西的
权力。
他们的法律或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不正义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是不正义的。
他们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去捍卫那种能够给他们提供保护的权力；当然，这种保护并
不能够使他们免于被指控为不正义，而是能够使他们免遭那些受其压迫或伤害的人的复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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