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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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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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对待乌托邦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截然相反的态度。
第一类态度把乌托邦作为照亮人类未来的希望灯塔，作为历史进步的内在精神动力；第二类态度把乌
托邦看作一种诅咒，反对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
目前，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不是乌托邦价值泛滥的时代，而是乌托邦价值严重贬值及其根基被现代性“
挖空”的时代。
尽管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上乌托邦确实难以与暴政、奴役和独裁了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但
是，在现代人极端务实的现代性心态恰恰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同时，重温乌托邦精神对现代人不无裨
益。
在马克思实践观的指引下，我们有必要亦有可能寻求二者之间的“中道”，既不要使社会发展陷入乌
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更不要无原则地讨伐乌托邦精神，单向度地张扬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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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韦伯的本意是希望对意识形态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但实际上却处于两难处境，无法对意识形态作辩
证的分析。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当作与“乌托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来分析，这就使“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处
于动态的相互关联中。
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超越现实社会具体情境的观念重构。
他说：“有两种主要的超越情境的观念类型，与各种与情境相一致的、适当的观念形成了对照，它们
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①并且它们“都是由人们针对其运用这种标准的现实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决定的。
显然，那些代表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和学术秩序的社会阶层，将会把他们作为其承担者的、
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结构，当作现实来经验；而那些不得不处于目前秩序的对立面的社会群体，则会取
向与这种社会结构有关的、他们为之而奋斗并且将通过他们得到实现的第一批运动”②。
依照曼海姆的这一观点，意识形态不完全是旧制度的守护者，乌托邦也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神圣，
毋宁说，它们是内在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对立的。
意识形态常常具有欺骗、虚假的含义，是一种不符合客观现实的主观的、相对主义观念。
但意识形态也往往表明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或者说有时必须打着乌托邦的旗号来美化现实，离开
了“乌托邦”这一鲜明旗帜，意识形态也无法得以正常运作。
如，现代社会原则上否定乌托邦，不承认有超越和替代自身的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但人本性上
具有一种渴望乌托邦的源初的内在冲动，现代性有时就借此把自身称为现代社会唯一合法有效的“乌
托邦”，表示现代社会已然进化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人类历史在现代性这里已经走向了终结。
同样，乌托邦构想一个美好的社会蓝图，但若要在现实中去实现并维护它的权力，却必须依靠意识形
态的世俗教化力量，离开意识形态，乌托邦将永远只能停留在人的美好的想象中。
所以，在特定情景下，很难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区分清楚。
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内涵上有一些内在的相互关联，但它们的本质区别却是更为
主要的。
曼海姆认为，虽然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内在的相关性很大，都是超越现实的概念，不适合当前的秩序，
因而都是“情境上超越”或不真实的。
但乌托邦超越现实又要求打破现实，而意识形态的超越则是以想象的方式去描述现实，并竭力掩盖和
维护既定的现实社会关系或有意识地编造谎言。
相对于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而言，乌托邦与现实的关系更能够辩证形成一定的张力和制约作用，从
而推动人类历史总体向前发展和进步。
具体说就是，现存秩序产生乌托邦，而乌托邦反过来又会打破现存秩序的束缚，使现存秩序朝向下一
个更为合理的秩序发展。
因此，曼海姆主张，必须运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全面的认识
，消除互相对立的个别立场而带来的片面性。
总的来看，曼海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关系的分析非常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虽然都属于社会意识，是一个现实的双向度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必要维度，但其起
源、社会功能却有所不同。
从起源上看，意识形态来自现实的既定社会秩序，是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得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必要
条件，如同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整体的、无个性的意识观念系统代替
每个个体的有意识的、有个性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这个政治群体中的个体之间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
。
而一种乌托邦观念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却是源于个人的自由自觉意识，乌托邦著作的作者也常常是属于
社会精英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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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
乌托邦理论是一项有着深远历史影响及其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然而，对于乌托邦的研究，又是一项有着相当理论难度的课题，它的历史跨度、多学科及理论复杂程
度，都使人难以驾驭。
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乌托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除哲学伦理学外，乌托邦理论还
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建筑和心理等诸多学科领域。
要想顺利完成这一宏大而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却非易事。
特别在具体写作、修改和完善过程中，深感自己对此项研究的知识和学识储备并不充足，我的博士生
导师万俊人教授一直鼓励我搞好此项课题，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我也抓住每次课堂上的学习和课余咖啡馆师生相聚的机会，认真倾听万老师的悉心指点。
令人欣喜的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这篇博士论文获得了包括匿名评审专家等各位老师的认可和好评。
在我工作后，万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博士论文的修改情况，希望能够充实和完善成书。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万俊人教授。
无论从博士论文的构思、写作直至顺利完成学位答辩，还是参加工作后论文修改成书，都得到万老师
无微不至的指导、关心、帮助和支持。
特别是万老师在繁忙的学术研究及行政事务中始终非常关心我的论文写作和修改情况，热情地帮助联
系出版社，推荐此书，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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