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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文明这个幽灵已经纠缠了我们一百多年，面对它，我们爱憎交织，既绕不过，也躲不开。
我们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对外交往的荣辱，往往与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它有关。
　　在这里，我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去认识它。
　　1.中西文明同为人类文明的亚文明　　今天的世界上，并存着若干文明单元，它们是人类最大的
文化认同单位。
　　如果仅着眼于人类内部，我们会发现各个文明间的巨大差别与冲突，因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强烈
的个性特征；但如果着眼于人类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共同性，无论有多大差异，我们都属
于人类文明。
假如真的存在外星文明的话，与它们相比，我们同属于地球文明。
我们有共同的感受、情感、审美观念、价值选择。
因为大家都属于“人”，所以，文明的共性必然多于个性。
因为人性相通，所以各个文明有着共同的根源，能够相互理解、沟通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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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第二届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论文选集，主要围绕“中西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
这一核心论题展开，全书立足中西两个政治文化传统，探讨政治文化的发展、演进、个性特征以及政
治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集与同类研究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内容广泛，涉及当前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主题
；二是论题新颖，由于作者均为本领域内的青年学者，他们的视野独到，思维活跃，能够把握和捕捉
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丛日云，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
委员会主席。
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耶鲁从事一年的学术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
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世纪卷》、《中国公民读本》等。
主持翻译《牛津欧洲史》。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理论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
1999～2002年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1～2002年，在韩国鲜文大学留学。
2002～2005年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5～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在站项目博士后。
2007～2008年，美国埃默里大学卡特中心访问学者。
著、译作有《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自由多元主义》等，在《政治学研究》、《天津社
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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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认识中西政治文明关系的几个思路第一编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　从神圣到世俗：人民主权观念
的诞生　近代西欧绝对主义思潮的特征与历史意义　大众民主：一种思想史的研究论纲　超越自由主
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研究　试论政治文明的共性与个性　权利基础的道德证明——
从洛克到诺齐克的质疑　正当性的证明：程序正义　因袭与创新——洛克对英国政治传统的利用和改
造　西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论纲　多元的权利，多变的自由——论柏克的权利观第二编　中国近代
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民初联邦思想与联省自治运动　略论20世纪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思维方式的转
变——以殷海光为个案　政治浪漫主义的困境与宪政建国的构想——牟宗三先生早期政治哲学浅议第
三编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文化间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以协商民主为例　弱政府是如何可能的：保
守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者　共和主义的复兴如何可能——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罗
蒂与施特劳斯的隐匿对话　积极自由新论——消极自由、传统积极自由和新积极自由概念辨析　社会
选择理论与民主理论的对抗：威廉·赖克的民主理论述评　比丘·帕瑞克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关于
社会资本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　父权制理论地位的演变——对几种女权主义流派的分析　绿色政治：
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传统·历史·政治——奥克肖特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解读第四编　当代中国
政治文化　礼治论说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趋向　社区建设与社会信任　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生长的制
度化路径——政府与社团关系视角下的公民文化审视  　试论宪政的概念与中国的法治　转型社会中
的中产阶层：社会心理与情绪——基于近五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民调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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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
”①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些论调的背后，隐含着精英民主论者对大众民主的基本判断。
他们根据对大众品性的判词，断定非理性的大众终究不是合格的政治主体。
因此，普选权构成了大众参与的充分要件。
对于大众政治运动和现代社会中“参与激增”，他们则极力反对。
而对于大众的政治冷漠，他们认为很正常，它恰恰是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
亨廷顿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精英民主论者的上述态度。
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民主风潮导致了政治虚脱，表现之一就是政府活动的扩张和政府权威的
衰弱。
具体地说，从60年代以来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高涨——他称为“参与激增”，包括学生运动、抗议运动
和利益集团行动等——使得政治需求系统超负荷运转，其结果是政府行动的扩张。
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满足这种运转需求，这样就使得政府的权威下降，最终导致民主的治理
危机。
大众政治参与激增的另一个后果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
民主浪潮不仅表现为公民在政治上更加投入，而且表现在公民对政策的评议更多地是出于意识形态的
标准。
政治参与相应地与政策议题（尤其是社会和种族议题）的分化相关联。
然而，政府囿于传统的治道模式，很难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回应。
这样，因为议题的两极化而产生了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样，在平等主义的氛围之下，专业、技能、领导的功能被忽略了，结果是传统权威受到挑战。
②亨廷顿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某种尊重、权威和等级，以保证这个社会运转顺畅。
更具体地说，后工业时代的政治冲突和紧张关系都需要更加权威有效的决策模式。
而意识形态两极化和参与激增都不利于政府权威的强化。
因此，他认为，“民主政体的有效运作，通常需要一些公民与团体的某种程度的冷漠和不参与。
”③把以前边缘的团体整合到体制中，固然使政治更加民主了，但也增加了危险。
所以，亨廷顿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团体被整合到政体中，它们都应该学会克制自己，避免盲目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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