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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您面前的是我和道友们一起努力推出的“政治哲学丛书”。
如果您步入书店选购书籍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某种专门的知识信息，而且还想通过语言、图画或符
号的阅读，进入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那么，很可能这套丛书会或多或少地满足您的心愿。
我们和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惟一愿望，正在于使读者在获取政治哲学之前沿学科知识的同
时，也能够获取一些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信息，尤其是那些关乎我们社会生活之重大问题的政治
信息，虽然我们努力的结果也许并不一定全部达成了我们的初衷。
在当今国内林林总总的“丛书”中，以“政治哲学”命名者似乎少见。
而且，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之学科体制的设置中，“政治哲学”一直都没有取得合法的学科名分：
在“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名目下没有“政治哲学”，在“哲学”一级学科（甚至是学科门类）的名目
下，同样没有“政治哲学”，尽管从事这两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们很早就或多或少地（而且，近
年来则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这一学科设置的缺陷有可能甚或实际上既大大减弱了我国哲学研究的
现实关切能力和参与能力，也降低了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的理论水平。
然而，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哲学，从来都不可能省略政治哲学的现实关切而超然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也无法逃避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哲学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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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政治暴力问题的著作，从人、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就政治暴力
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反思。
　　政治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问题，它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受到了广泛关注。
人类历史既是一部政治暴力史，也是一部政治暴力批判史。
政治暴力的批判关乎政治暴力的意义和人的命运。
政治暴力的实质就是人的问题，政治暴力就是建立对“敌人”的认知并确认“谁是我们的敌人”，而
人的政治存在是由合法的国家暴力所；维护和引导的。
政治暴力构成了理解社会秩序与正义社会存在的前提。
只有重视历史的暴力，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超越暴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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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高山，1971年出生，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2005年于清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6年-2009年于中央编译局从事政治学博士后研究。
现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学术代表作有《战争镜像与伦理话语》(2008)、《敌人论》(博士后报告，2009)、《政治思想与政治思
想家》(译著，2009)等。
主持完成与“政治暴力”相关的国家、省部级等各类基金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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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先秦儒家的战争观张扬着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
孔子很少直接论述战争与道德的关系。
他一方面对战争充满排斥情绪，另一方面又把它作为实现儒家政治的手段，推崇德礼战争观。
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他将“礼”作为衡量战争最主要的价值尺度和使用战争暴力的主要依据，“杀
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下》）。
孟子反对纯粹功利性目的的战争，赋予战争以道德使命，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
人盈城”的战争，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
孟子主张战争应成为仁政的手段，他提出的“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以至仁伐至不
仁”（《孟子·尽心下》）等重要观点，体现了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和道德自律性，这是社会进步和
文明的标志。
老子把战争当作迫不得已而使用的暴力，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第三十一章》）墨翟则主张“兼爱”、“非攻”，他之所以主张非攻，是因为战争不利
于民生。
墨子将“攻”与“诛”加以区分，反对伐“无罪之国”的“攻”，而认为讨灭暴君、使社会得以安定
的“诛”是必要的。
①法家则认为战争可以使人从辛苦劳作中解脱出来，主张对民众需要进行暴力统治。
古代中国的战争理论与和平主义思想虽然并未系统化，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方文化中关于以战争为典型范式的政治暴力的理论有着不同的渊源，人们对暴力存在的合理性论证
也未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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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政治暴力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暴力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殊不知，由于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各种矛盾丛生、暴力冲突频现，因此政治暴力问题在当代中国所
凸显的现实意义尤为明显。
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政治暴力对政权有较大的颠覆性，因而政府对有关政治暴力之类的研究抱有疑虑
。
实际上，从事政治暴力的相关理论研究能够促进我们对政治暴力过程和规律的理解，对于提高政府执
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七年前，我有幸师从万俊人教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选择了政治暴力作为我的论文选题，从而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由最初的激动到日益惶恐，甚至寝食不安，激动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持
续发展”的学术“富矿”，不安的是从事这一研究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研究功底。
于是，我早晚以书为伴，不断充实自己。
我希望在对政治暴力形上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政治暴力有所理论建树的解释框架。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深深地知道拙著远未穷尽政治暴力研究的全部问题，
仅仅是初步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
诸多理论问题思考得还很不成熟，期待着广大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但愿拙著能抛砖引玉，引
起国内学界对政治暴力这一边缘性学术问题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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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暴力批判》：政治哲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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