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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公民资格理论传统一直到当代论争，“公民资格”的历史演变表征着西方在宪政民
主政治的制度文化建设中所经历的经验。
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公民资格”的不同确定依据背后，事实上隐含着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正义观念
的对话和冲突。
“公民资格”作为宪政民主制度中的形式规范，蕴涵着丰富的人本的政治伦理和正义理念，然而，“
伦理的政治”与“政治的伦理”在“公民资格”中的抽象化，以伦理与法的形式化遮蔽了对公民主体
本身的完整理解以及公民主体背后的利益纠缠。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视域中考察“公民资格”理论的历史与当代论争，或许可以
使“公民资格”之形式化论争所遮蔽的作为“现实个体”的公民及其背后的利益纠缠本性得到澄明，
这可能为“公民资格”理论在中西对话中走进本土找到超越理论性“正义”的契点。

《公民资格与正义》由宋建丽编著。

《公民资格与正义》既挖掘、研究了罗尔斯经典文本中的公民资格理论，又研究了以桑德尔、麦金太
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以及以杨、金里卡、泰勒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主
要分歧，从而以罗尔斯为焦点，对当代西方公民资格理论论争背后所蕴涵的不同正义观念，以及正义
与自由、平等、民主的关系，正义的权利内涵和制度性内涵、正义的德性内涵、正义的普遍性与差异
性等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进行应对与重新解读，进而阐明以“现实个人”为出发点和
立足点的多重正义维度（权利正义、制度正义、德性正义、普遍正义、差异正义）的辩证统一以及各
领域正义（经济正义、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的协调发展才是“公民资格”的合理正义内涵所在。
在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同时，这种分析和评述本身也意味着我们介入了当
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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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此，如果从广阔的实践和历史的视野出发，充分认识公民资格各理论流派当中的合理性成
分，我们也许就不必陷于各种理论纷争给我们的思想所带来的疑惑，我们就可能建构一种求同存异、
差异协调的正义追求的公民资格理论。
从根本的意义而言，公民资格是属人的，人的存在形式决定着公民资格理论的正义内涵，人的本性、
人的内在要求决定着公民资格理论的具体内容，公民资格理论的不同表现形态必然要根据于人的历史
发展，并最终归于人的历史发展。
由于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性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因此，个体性、群
体性、类性是人的不可分割的三重属性，相应的，公民资格理论的正义内涵本应该是权利正义、德性
正义、普遍正义、差异正义等不同正义标准的内在统一，各种正义标准本身就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的，单纯的执于其中任何一端都将是片面的。
三、研究动机和意义我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从群体依
赖性转变为个人独立性的转型时期，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社会中的一员，中国又同时面临着全球普遍
性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因此，当代西方社会从个人独立到类的自由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同样也
不得不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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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民资格与正义》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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