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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服务应该包括&ldquo;三公共、一公众&rdquo;，即：公共产品的范围和内容是提供公共设施
，发展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的目的和导向，是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生产力，发表公共文化信息；为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
条件；为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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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列生，男，1959年生于安徽宿松。
文学博士，中国第一位文艺学博士后。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艺人类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方向博
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评审专家。
主要著作有《文学母题论》、《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小康
社会的中国农村》、《中国日常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论稿》、《文艺人类学》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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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命题背景　　在国家的古典概念里，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主体，是利益聚集、利益均
衡、利益配置的边界内总体力量，是民族作为现实共同体抑或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极限政治形式。
当柏拉图憧憬&ldquo;很可能凡希望组织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必须去一个民主城邦，在
那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rdquo;，当墨子焦虑&ldquo;以七患居国，
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
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rdquo;，尽管代表古代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利益身份遭遇国家命题，其所表达的
也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但却共同流露出对国家的无限崇拜以及深层心理的国家恐惧意识。
正是这些诉求和意识的普存性和积淀性，所以东西方就都从不同的文化境遇产生一种共同的国家生活
的精神支柱，那就是自古及今的爱国主义，这既可以从西塞罗的笔下读到古罗马时代的&ldquo;当这种
爱国主义以更大的愤怒再次喷发时，昆图斯&middot;马克西姆也不能减少它的重要性，马库
斯&middot;马塞卢斯也不能将之粉碎；普布利乌斯&middot;埃米利安努斯也无法将之与这个城市，无
法将之约束于敌人的城墙之内&rdquo;，也可以读到荀子笔下的&ldquo;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
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
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
贪利争夺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rdquo;。
总之，这是一种神圣的集体体验，集体体验的无限神圣性最终导致国家崇高的无条件性及其存在的伟
大躯体。
　　经年累月中，国家崇高演绎为不乏亢奋和激荡的国家神话，在那些古老的叙事里这一神话甚至被
神秘化、妖魔化、恐怖化，由此而使一切依附者有足够的勇气去进行哪怕最原始的追问，而是跟随白
发苍苍的柏拉图一道去追逐神话中的&ldquo;理想国&rdquo;，追逐那&ldquo;在国家之内，它表现为不
同阶层之间的&lsquo;几何对称&rsquo;，根据这种对称，社会实体的每个部分都接受它的应得权益，并
协助维护整体秩序&rdquo;。
这就给了那些所谓东方形态的&ldquo;德又大者&rdquo;或西方形态的&ldquo;智者&rdquo;一种获取神话
力量的社会机遇，他们在得到神话代言人身份后也就得到了国家的统治权，所有宫廷、朝廷、皇权、
君权都无不是他们利用国家神话的产物，尽管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在国家神话的
光环下未经任何合法性证明就使国家结构二元化为主奴结构关系，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无穷尽铺陈符
合统治者利益取向的说辞，即各种各样的命题、拟设、价值首肯或意识导向，最终也就成为非常成熟
而且体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思想状况，对其中的演绎转折秘密，马克思、恩格斯一语道破
为&ldquo;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rdquo;
。
　　实际上，国家神话的破灭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
维柯认为在神的理性之外就是国家的理性，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从分析的角度质疑国家的神性存在或
神话性光环，但从他首肯乌尔宾的&ldquo;不是一切人都自然懂得的，只有政府里能辨别什么才对保存
人类生存为必要的那些少数专家才能懂得&rdquo;来看，其理性和质疑本身就是显然还处在朦胧的萌芽
状态。
稍后的卢梭才站立到根本性转折的历史解读位置，国家观念在他那里被详细地追问至最初约定
的&ldquo;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确定的确立，并且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
意&rdquo;，然后从社会契约的角度、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角度来解读国家和政府的存在真相，最后一
直理会至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合于一切国家，总之，这意味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释义的开始。
从这一释义脉络开始，国家理性对国家神话的置换获得了存在论的根本转折意义，由此而延展出政治
分析、经济分析、阶级利益分析、法律分析、历史递变分析或者人类学族群分析等不同国家理论向度
，国家存在于是也就在这些不同知识维度的国家理论分析中受到充分的意义解读和存在价值评估。
例如约拉姆&middot;巴泽尔定义的&ldquo;国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一群个体，这些个体臣服于
一个使用暴力执行合约的单一的终极第三方；（2）一个疆域，这是这些个体居住的地方，也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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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力所及的范围&rdquo;，就主要是从经济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存在意义去规置国家的存在范围，而这
与文化人类学家在&ldquo;民族国家&rdquo;议事原则下对诸如&ldquo;农业国家&rdquo;或&ldquo;工业
化国家&rdquo;之类的命名，或者在那种定义方式下的所谓&ldquo;国家概念常常被人类学家用来描述
源于社群、种族或部落结构差异所形成的广阔社会边界&rdquo;，就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意义确立方
向。
正是这些不同维度的现代国家释义，形成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国家论知识谱系，使人们即使处在全球化
背景下也依然坚信&ldquo;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主权国家乃是人类组织的最高成就&rdquo;，并且在
这种坚信的同时保持对国家作理性分析和现实对待的清醒姿态，而非国家神话状态下的意识盲从。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知识综合的姿态在十九世纪出场，代表了国家理性和国家释义过程中科学
性在那一时代的先锋地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ldquo;国家是怎样部分地靠改造民族制度的机关，
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的办法来排挤掉它们，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发展起来的；受这
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lsquo;公共权
力&rsquo;&hellip;&hellip;&rdquo;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犀利，在借鉴人类学知识成果的基础上，
把国家的起源真相表述得既清晰又淋漓尽致。
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陈述的&ldquo;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
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
，&mdash;&mdash;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
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
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rdquo;，则显然是从经济学的知识维度，理缕现代国家观念以及隐
蔽性实质的转型脉络。
至于恩格斯在《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讨论到的&ldquo;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
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
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
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rdquo;，无疑又是从对国家的法权存在形式的思考中探讨国家形式的多
样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仅涉及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未来发展方向，而且对国家进行理性的存在
梳理，使其从无条件崇拜的国家神话中揭去神秘的面纱，呈现为变化多样的，体现各种利益诉求的，
牵缕着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关系的，一种既维系平等同时又强调不平等的人类组织形式或者说
最高组织形式。
当国家的真相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被多维知识剖析揭去神秘面纱之后，国家神话就彻底被国家理
性所颠覆和置换。
　　颠覆和置换之后，国家高论就被政府具议的话题所替代，问题就转换为：获得国家授权或国家出
场形式的政府究竟以何种存在形式在国民生活治理中发挥其功能。
但是在传统情境中，国家概念更具有对外关系的主权意义，而政府概念则更具有对内统治的权力意义
，所以马克思所说的&ldquo;武装的公共权力&rdquo;在一定程度上就兼顾了对内和对外的不同意义重
心。
　　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把人类普适价值中诸如&ldquo;自由&rdquo;、&ldquo;平
等&rdquo;和&ldquo;博爱&rdquo;等义项宣布为其政府治理中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哈耶克甚至认为&ldquo;法国大革命自始至终从未触及唯一一件事物，那就是
行政当局的权力。
正如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它历经后来数十年的风云变幻而原封不动。
实际上，在法国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分权原则，由于被走极端地加以解释，反而对加强行政系统的权力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它被广泛地用来保护行政当局免受法院的任何干扰，这就对国家的权力起了加强而不是加以限制的作
用&rdquo;，而这与民主价值的实际命运基本上处于平行线位置，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其
治理过程中也时常会出现与那些伟大的自拟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例如萨尔沃&middot;马斯泰罗内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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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控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在二十年代以后不仅没有有效建构自由民主价值，却反而在自由民主制度
的政府治理框架下促成了极端主义价值代表的法西斯势力的成长，最终也就导致&ldquo;墨索里尼以统
治党领袖的身份凌驾于议会之上&rdquo;。
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至少到&ldquo;二战&rdquo;以前，宪政框架下的政府模式从本质上说依然还
是&ldquo;武装的公共权力&rdquo;，政府还是一种以统治力量为主要角色定位的官方，它实际上还在
程度不同地沿袭着&ldquo;国王的权力是双重的：普通的和绝对的。
它们有多个规律和目标&hellip;&hellip;普通的权力是为个别臣民的利益&hellip;&hellip;国王的绝对权
力&hellip;&hellip;其合适的称呼应是&lsquo;政纲和治理&rdquo;一。
实际上，就西方思想背景的二十世纪实际状况而言，不断地有强势人物和有影响的命题出现，旗帜鲜
明地为政府的统治化和权威化提供理论层面的知识支持，除了因此而在全球范围内严重地影响了人类
的公共生活进程之外，不时逞强的&ldquo;新干预主义&rdquo;甚至还把&ldquo;统治论&rdquo;
或&ldquo;权威化&rdquo;粗暴地从本国移置于有利可图的他国，从而在加深别国生活水深火热的同时
，也使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变成一堆理缕不清的乱麻，这是世界新秩序的设计者
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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