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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梵客华僧，络绎于途，翻梵为秦，流布天下，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前贤移译异域经典的努力，不仅令后人钦仰，也为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
近世海通以降，特别是晚近二三十年来，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已经蔚成风气，但近来学界翻译的
选目，却多偏重于当代作品。
此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些理据：其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
。
其二，自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
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
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所谓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
人类秩序之构建至少必须处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第二，政治制度问题
，涵盖诸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第三，
公共政策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
若如此理解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界便显得颇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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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主义是否意味着“原子化”？
自由主义是否与公民美德不相容？
自由主义能否建构一个现代共同体？
自由主义是否还具有普世价值？
面对社群主义等的种种指责，面对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实践遭受的困境，本书试图通过解读
自由主义的理性基础：德性、公民身份、共同体，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主义原本也是可以有德性的，并
且这种德性是建立在“以理服人、以理服己”的“公众证明”基础之上。
这是从“德性”角度捍卫自由主义传统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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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 1957— ）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S.
洛克菲勒政治学讲席教授。
讲学涉及政治理论、伦理学、美国宪政、公共政策，侧重于自由主义与正义，以及学校、市民社会和
公共政策在培养公民身份方面的作用。
著作还包括《多元文化民主》(2000) 、《美国宪法解释》第三版（合著）、《公民教育：从国际视角
看公民价值观和学校选择》（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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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某种过于抽象的高度去批判自由主义，有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首先，从那些关于人的价值之本质的深奥哲学，跳到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论断，这样做毕竟有一定危险
。
——价值也许是主观的武断，带有工具理性的特点，而个人却还可以是互相依赖或高度社会化的。
自由主义首先并不是关于“自我与自我之目的”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它直接提供的是政治生活的组织
方式，这种方式重视自由、个人权利、法律、有限政府以及公众理性等的重要性。
当然，要理解“自由主义名下那些常常是异质混杂的”思想与主张，有很多途径可循，其中一个可靠
的途径就是，寻找那些与公认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与实践相关的人格及理性能力的特征。
自由主义认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正当地追求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目标、理想及事业。
实际上，自由主义政治学及其人性论的一个了不起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把人从那些束缚个体并限制选
择的世袭角色、固定等级以及习俗中解放了出来。
自由主义的理性能力必须足够广泛，以兼容并蓄；它必须容纳自由主义多样性、公众理性，以及针对
个人的角色及效忠义务的批评性反思。
在排斥工具论时，一些社群主义者表现出某种怀旧之情，他们想回到以前的社会，在那里，政治权威
决定什么是好的生活。
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知道人性的善究竟是什么，但又语焉不详。
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关于公共的或客观的善的信念，应该劝导人们远离自由主义。
毕竟，好的生活与人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用麦金太尔的话说，美好生活就是“用来追求人的美好生
活的生活”。
宽容、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社群恰恰为探索各种改善生活的方式提供了空间。
言论、出版、交友、旅行、旨趣相投的成人之间私密关系的隐私安全等自由主义权利，都保护人们在
同等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去寻找好的生活。
我这里所辩护的自由主义学说认为，个人自由是政治的核心，并且通常情况下，权利高于对公共利益
的集体追求。
这种优先性并不以价值主观主义或者对人性的善的怀疑论为基础（这一点应当阐明），也不以对理性
的工具化理解为前提。
自由主义假定，只要具有反思能力，能制定生活计划、行为正这一事实稳定了我们的思考，为选择提
供了初始基础，即，思考的相对稳定的起点。
正如泰勒所言，我们的描述“并非简单的武断，并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有些事情是或多或少注定了的，比如，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不可能永生，不能逃税（尽管对于这些带
有明显“强制”特征的限制，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姿态、作不同的理解）。
对于某些习惯的推论、信仰以及性情，不论是批评性地考察还是再造，都是很困难的；而其中有一些
如果要放弃而又不造成精神痛苦或者导致“认同危机”，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重视那些由特定性格导致的限制外，我们重视整体性，行动的某种一致性，至少是统一性或者生
活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关联，或者如麦金太尔所称的，它是关于好的生活的“叙述统一体”。
个人的人格为选择提供了暂时性的基线，我们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出发，而不可能没有出发点；沿途我
们还有其他不太个人化的路标。
用丰富的评价语言去言说现存的困境，就是调用各种价值观，使之充当我们这样或那样行动的理由。
一个自治的个人将“根据从自身传统的某个方面得出的批评准绳，去评判其传统的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武断地运用学到的观念（如果我们学到了的话），也不能用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任意塑造我们
的情境。
我们可以有想象力地臆造一些选项，但我们仍是自身情境的批评性解释者，以及各种评价标准的有鉴
别力的继承者。
我们凭借公共道德语言，去理解自己业已形成的身份以及现有的各种选项。
没有人能超越这种语言，不管霍布斯、“胖蛋先生”’这类主观主义者们曾经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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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词汇与范式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总能等于我们希望它们能包含的意义。
泰勒指出：“总有较充分或较不充分、较真实或较不真实的⋯⋯解释。
⋯⋯言语会出错。
”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可能误解自己的倾向，还因为一个人对于理想、价值以及善领会得不够充
分、不够清晰——那些理想、价值以及善不只是他个人的，也不是由新的个人、新的一代所臆想出来
的。
自我解释与自我批评应当包含对高贵与平凡、勇敢与怯懦、成功与失败，以及对信任、友谊等观念的
审视——不仅是“向内”看，而且是“向外”看。
指引我们的，不仅有各种关于我们自身性格的新颖见解，还有各种公共理念，后者天然构成一个人最
为个性化的抱负的源头与模型；它们总能被创造性地个人化，而非一味地模仿。
作为道德主体，公民认识到追求自由主义正义乃是一项至高无上的事业，他们都具有道德上的自我批
评能力；并且他们承认，自由主义正义调和每个人的自由与全体人的自由，如果自己的目标与计划不
能通过这一非个人性标准的检验，那么它们就必须得到修正，甚至被毁弃。
但是，自由主义正义的那些理由，不是强加给自由主义公民的外在要求。
正义不仅是一条检验我们行为的公共标准，而且，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里，还是自由主义公民的生
活的构成性特征，它从一开始就塑造着公民的目标与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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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者斯蒂芬·马塞多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马塞多教授一直以捍卫自由主义原则的普遍价值为己任。
本书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试图通过论证“美德”与“自由”基于“公众理性”的兼容性，建构一种“
自由美德”，或者说“具有德性的自由主义”。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社群主义”思潮，并形成一批“智库”，影响到美国的政治与社
会生活。
社群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加深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使人“注定四处漂泊，没有方向、罗盘与既
定的归宿”。
在实践层面，美国战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同性恋、吸毒等等，也被社群主义者视为“现代启
蒙”的“恶之花”，是自由主义价值终结的征兆。
面对“社群主义”（以及传统主义）的挑战，哈茨（自由主义传统）、哈耶克（“自发秩序”）、罗
尔斯（“无知之幕”）、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等作出了坚决的回应。
应该说，将“美德”嫁接到“自由”之上，马塞多绝非第一人。
作者告诉我们，为自由赋予美德并非他自己的独创，而是对伟大传统的复兴——弥尔顿所谓为真理女
神重塑“至美至善不朽之身”。
自由美德意味着，基于理性原则，基于“以理服人、以理服己”的原则，每个有理性、讲道理的现代
人都能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公民身份，接受自己和他人的血缘上和文化上的共同体。
由此，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立似乎可以消解，至少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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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塞多说，能够在“一”中保持“多”是自由主义美德的一个重要特征。
　　——杰克·特纳，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自由主义人格的兴盛，并非基于和谐的内心生活，它基于“
内在”与“外在”的价值多元性。
　　——斯蒂芬·马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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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主义美德:自由主义宪政中的公民身份德性与社群》：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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