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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度学术2003：人们对世界的想像》力求组织尽可能强大的中国学者阵容，以最新的方法论研
究和讨论当代的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本期《年度学术》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对自身和对世界的理解和
想像，推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如杨念群的&ldquo;过渡期历史观&rdquo;、赵汀阳
的&ldquo;天下体系理论&rdquo;、张宇燕的制度经济学的&ldquo;中国解释&rdquo;等等。
　　本书以收录长篇学术论文为主，作者皆为当今活跃于学界的知名学人，他们在&ldquo;知识的历史
视野&rdquo;、&ldquo;中国的现实问题&rdquo;和&ldquo;世界语境与世界观&rdquo;三个论阈内分别展
开他们的思考，可谓本年度的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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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论可能生活》（1994）、《一个或所有问题》（1997）、《人之常情》（1998）、《22个方案
》（1997）、《直观》（1999）、《赵汀阳自选集》（2001）、《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2005）等。
在方法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多有理论创新，其&ldquo;可能生活&rdquo;理论和&ldquo;无立场分
析&rdquo;理论为知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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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ldquo;脱域&rdquo;与中国基层社会自主状态的终结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是在相当广大的空间
中渐续展开的，由于变革波及的深广程度为历代所未有，变革设计者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上下
层不同步变化所造成的节奏失调。
因为中国知识人对上层制度变革的设计往往是以牺牲下层悠长深远的传统地方利益为代价的。
近代中国上层体制的变革往往是通过强度日益加大地摄取地方资源和改变民间制度的自主性状态才得
以实现的。
这个过程比较接近于吉登斯所说的&ldquo;脱域&rdquo;（disernheding）状态。
所谓&ldquo;脱域&rdquo;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
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ldquo;脱离出来&rdquo;。
　　比如科举制原来的最大功绩是使上下层知识人的流动成为可能和合法，但近代学堂学制的改革内
容基本上失去了与地方社会一些既有社会伦理与文化传承的关联性。
由新式系统训练出的专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既无法服务于基层社会文化系统的建构，也不能在&ldquo;
熟人社会&rdquo;中与民众熟知的常识性观念相衔接，而且专家系统越来越频繁地改造着现代中国人的
生存环境，编织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宏括范围。
中国近代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依赖于熟悉的环境中提供的常识性知识评价和估测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因
为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恰恰是通过参　　这些过程而获得其判别尺度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小依赖于完全参与进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
有的知识，他拥有知识的能力与参与过程相脱节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科举制的上下层流动使&ldquo;官僚&rdquo;与&ldquo;士绅&rdquo;之间的纽带关系十分密切，官员退下
来即可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实践．升上去又是官僚系统的统治支柱，现代教育制度则使这种双重身份
淡化了许多。
例如不少在学堂中受教育的地方人士，往往受到新型西方科学教育内容的感召而大批涌向城市，成为
城市现代专家管理系统的中坚力量，而再也无法与乡村传统控制系统相衔接。
　　尽管如此，近代变革并不意味着已从根本上摧毁了下层组织形式，宗族与各种社会伦理组织和形
态及宗教信仰的持续延绵，都说明上下不同步构造出了近代中国的&ldquo;两个世界&rdquo;。
0换言之，&ldquo;脱域&rdquo;的过程虽然一直在进行，但&ldquo;脱域&rdquo;的真正实现却非一日之
功所能达致。
儒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其实包括&ldquo;象征建构&rdquo;与&ldquo;文化实践&rdquo;两个组成部分。
&ldquo;象征建构&rdquo;一直是儒家上层意识形态构造的核心内容，从《周礼》强调&ldquo;礼&rdquo;
作为等级秩序安排社会生活时起，直到两汉时期以&ldquo;政治神话&rdquo;构建帝王合法性基础，再
到宋明时期对&ldquo;理&rdquo;的系统哲学的打造，无一不是围绕儒家&ldquo;象征秩序&rdquo;的营造
而展开的，这个过程对于儒家形成&ldquo;意识形态&rdquo;（包括奠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肯定是
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却不是最为关键的阶段。
因为在唐宋以前，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一直没有解决好如何使自身转化为底层&ldquo;文化实
践&rdquo;的问题。
儒家自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在理论上已逐步形成了&ldquo;意识形态&rdquo;的支配力量，但
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无太紧密的关系．至少没有成为支配民间民众生活的
制度性要索。
直到南宋以后，帝国统治者才找到了一个把儒家的政治哲学予以形而下灌输的渠道，即&ldquo;
理&rdquo;的形而上原则与乡土社会中的宗族教化实践两者进行&ldquo;和而不同&rdquo;的贯通策略。
所以南宋以后的最重要后果是，儒家意识形态终于实现了&ldquo;象征建构&rdquo;与&ldquo;文化实
践&rdquo;的整合，这种整合不但使中华帝国长期以来具有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制度
成本。
&ldquo;制度成本&rdquo;的节省实际是维系帝国统治长期延续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近代社会变革，尤其是辛亥革命造成的直接后果造成了所谓&ldquo;普遍王权&rdquo;的瓦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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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儒家&ldquo;象征系统&rdquo;与&ldquo;制度秩序&rdquo;的相互脱节。
但就我的观察而育，&ldquo;象征秩序&rdquo;只是在上层官僚制度层面引起了剧烈震动，这种震动所
波及的对象也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僚阶层，促成他们重新思考如何用新的象征系统替换旧有儒家
意识形态的&ldquo;象征秩序&rdquo;这个组成部分。
比较激进的知识群体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在上层制度中重建类似西方民主制意义上的新的&ldquo;象征系
统&rdquo;。
如康有为用&ldquo;通三统、张三世&rdquo;说，把儒家原则纳入&ldquo;进化论&rdquo;框架，但大多数
没有触及如何看待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中底层&ldquo;文化实践&rdquo;这一部分的问题。
其实，&ldquo;普遍王权&rdquo;的崩解拆散了儒家&ldquo;象征系统&rdquo;与&ldquo;文化实践&rdquo;
的合法关联性，至少从理论上说二者联系已不具备不言自明的特性，但这只说明&ldquo;普遍王
权&rdquo;作为一种整体系统的分解，特别是作为统治合法性的&ldquo;王权&rdquo;与上层&ldquo;礼治
秩序&rdquo;的瓦解，却并不意味着下层&ldquo;文化实践&rdquo;就已丧失根基而消失。
儒家&ldquo;意识形&ldquo;态&rdquo;在南宋以后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起了&ldquo;象征秩序&rdquo;
与&ldquo;文化实践&rdquo;之间和而不同的关联功能，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
其关联性使两者建立起了一种互通的可以进行互换的原则，也可以简化为一种非常朴素的乡村道德实
践原则，既可以成为皇帝经筵会讲的内容，又可以成为匹夫匹妇遵循的日常伦理规条。
　　&ldquo;互换原则&rdquo;能够最终成型的一个重要效果是：&ldquo;象征建构&rdquo;与&ldquo;文
化实践&rdquo;之间的关系因为是一种&ldquo;和而不同&rdquo;的微妙维系状况，所以当进入近代时
，&ldquo;象征建构&rdquo;尽管面临着崩解的情况，却并不意味着&ldquo;文化实践&rdquo;在乡间的制
度支持就会在同步的状态下迅速瓦解。
　　换个说法，辛亥革命乃至民国初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只是在相当表层上瓦解了儒家在上层
的&ldquo;象征建构&rdquo;，这种&ldquo;象征建构&rdquo;往往与王权的上层政治运作相联系。
从而击毁了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的&ldquo;互换原则&rdquo;，但却并没有从根基上触动儒家在
乡间的具体&ldquo;文化实践&rdquo;，其原因即是在于南宋以后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互换原则
的确立。
一方面建立起了上层象征系统与下层文化社会管理模式之间的有效关联，同时也为儒家意识形态以一
种相当社会化的方式在基层进行自主的运作提供了可能性。
甚至这种民间状态下的&ldquo;自主性&rdquo;可以较少受到&ldquo;象征建构&rdquo;崩溃的影响而独立
生存，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持续支配着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
所以要真正摧毁和替换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在中国历史上的支配地位，就必须在&ldquo;文化
实践&rdquo;层面而不是仅仅在&ldquo;象征建构&rdquo;层面取而代之。
　　如前所述，儒家&ldquo;象征建构&rdquo;的倒塌源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ldquo;民族主义一
思潮推波助澜式地宣传和其主导精神对官僚体制改革方案的冲击。
我们可以从张之洞&ldquo;中体西用&rdquo;的框架里清晰地看到。
儒家&ldquo;意识形态&rdquo;在&ldquo;象征建构&rdquo;方面的捉襟见肘巳暴露无遗，张之洞试图
把&ldquo;器&rdquo;、&ldquo;道&rdquo;相分，承认西方的&ldquo;器一高于中国的&ldquo;器&rdquo;：
但中国之&ldquo;道&rdquo;远高于西方却又无法产生与之相匹敌之&ldquo;器&rdquo;的暗示，已经使自
己没有了退路。
因为正是西方的&ldquo;物质主义&rdquo;才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恃以维持一统的&ldquo;文化秩序&rdquo;
。
　　&ldquo;进化论&rdquo;的进入实际上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越来越牢固地树立了&ldquo;野蛮
竞争&rdquo;的原则，所以才有杨度在《金铁主义》中把&ldquo;文明&rdquo;与&ldquo;野蛮&rdquo;等
而视之的极端表述：&ldquo;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
蛮，对于内惟理是盲，对于外惟力是视。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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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年度学术2003：人们对世界的想像》的编辑说明：两个意图　　犀锐文化艺术中心试图为
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发展提供一个有限然而有效的表达平台，其中之一就是这里所呈现的《年度学术》
系列文集。
按照设想，《年度学术》是每年一期的大型人文社会科学文集，原则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
专业研究，它将强调关于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但在学术观点上将兼收并蓄，没有任何限
制和偏好。
主要发表长篇学术论文(中文首发)。
　　关于《年度学术2003：人们对世界的想像》，我们有两个基本意图：　　1．希望成为一个有责任
感的表达平台。
我们愿意假定，任何思想学术，如果仅仅表达单纯学术自身的兴趣，将仍然是不充分的，还必须具备
对人类、世界和社会的责任感，因为最终是人类需要思想学术而不仅仅是学者和学术机构需要思想学
术。
因此，我们要考虑到问题的重量，希望《年度学术》所研究的总是与人类的存在和命运密切相关的厚
重问题，或者说是与更多的人心中的困惑深切相关的共同问题。
　　2．希望成为一个深度思想的表达平台。
有目共睹，当今世界和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非常可能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全面转型时期。
社会和生活的深刻变化就已经在事实上修改着我们所思考的各种问题。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
我们也可以说，事实变了，道理也要变。
所以我们必须创造深刻的思想去理解深刻的变化。
对于学术来说，现代性表现为思想创造逐渐退化为知识生产，对事物的全面理解退化为学科化的零碎
信息。
但是现在持续了数百年的现代性社会正在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这意味着世界又需要一次思想的变迁
，于是深度思想正在成为新的需要，也将是未来可能世界的先声。
　　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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