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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谈公共生活的思想随笔，以“围炉品茗”的方式，谈相对“严肃”的话题。
    全书共九章。
第1章公共价值与公共理性，评品公共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理性。
第2章公共空间与公共符号，谈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物理空间和人文建构，如何更好地形塑和走向我们
生存的“至善”境界。
第3章公共执政与公共行政，谈执政一行政的艺术与绩效。
第4章公共智慧与公共技术，讨论提升公共生活质量涉及的智慧及艺术等。
第5章公共治理与公共伦理，辨析公共治理中的一些看似习以为常、却值得深入思辨的问题。
第6章公共精神与公共品格，评品社会的精神品质——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健全的公共品质。
第7章公共决策与公共平衡，主要谈如何提升公共决策质量和保持社会内在运行的平衡。
公共决策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分配”，也是公权的基本行为，提升其质量至关重要。
第8章公共领袖与公共形象，研究传媒政治时代领袖、领导者群体的形象技术。
第9章公共行动与公共逻辑，探讨公共行为层面如何合乎新世纪公共生活的内在需要。
每一章内容并不截然分开，各章之间略有交叉。
    毫无疑问，公共问题是本书的主题。
它涉及公共领域较多方面。
杜甫《望岳》诗云：“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作者对许多公共问题的深入思考，不是想标新立
异，而是要登高望远，去伪存真，不拘囿一般俗理定见，探寻和体悟我们社会公共价值“大道”的真
谛所在。
    生活是多彩而充满感性的。
黑白的理性，同样可以彩色地表达。
以为学术就得板着面孔，甚至佶屈聱牙，如果不是一种误解，便可能是对“思想”质量或语言能力的
一种掩饰。
我们熟读的许多思想大师的作品，都是以灵动感性的方式表达的。
《论语》有大量的场景话语，  《庄子》一书，与其说是学术文献，莫如说是瑰丽奇诡的散文。
《老子》五千言，不仅以它深邃、智慧的内容，也以它散文化的表达、诗歌化的形式，吸引了我们。
古希腊柏拉图的很多东西，是对话体作品。
古罗马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都成功运用了对话方式。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形而上学》甚至他的《物理学》，虽然都是非常严肃的
学术经典，它的表达却是散文化的，是云淡风轻的。
    在思辨领域，我们既需要“仁者乐山”般的稳健和峻拔，也需要“智者乐水”式的飘逸和温润；既
需要理性的线条和棱角，也需要感性的截面和圆融。
本书愿以思想漫步的方式，与读者交流我们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公共问题。
                           2006年10月21日                            识于沪上康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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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是谈公共生活的思想随笔，《公共生活的地平线》探讨了社会生活中大量
重要的公共问题。
作者将众多不同侧面的公共问题通过公共理性、公共空间、公共规则、公共符号、公共决策、公共精
神、公共话语、公共审美、公共行动、公共绩效等，组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逻辑结构进行系统考察，
反映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独立见解。
书中对公共问题的思考严谨缜密，品评卓有新见，解析层层推进，行文云淡风轻。
读来引人人胜，启人心智。
　　书中具有丰富的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知识背景和领导科学、政府传播学视野，并具有充沛的
人类经验基础。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不仅是品评公共生活的良好读物，同时，也具有重要资政功能。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领导者群体、政府部门从业者、专业理论工作者、企业白
领、高校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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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德君，中共上海市委政治文明办公室处长；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硕士；中国政研会特约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MPA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上海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设计、领袖行为艺术与领导艺术、政府传播、执政绩效、政策分析。
 先后承担并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
出版专著《政治设计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0月）、《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山西
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005年9月、2005年11月先后两次被《新民晚报》被评为“非文艺类畅销书”，
分别列“畅销书排行榜”第5名、第7名），并获“晋版2006年优秀图书奖”，被推荐进入“国家100部
原创学术著作”。
在各种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新华文摘》、《领导文萃》、《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
等多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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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幸福是一个心灵世界的复杂命题，幸福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
    德谟克利特说：幸福“居处是在我们灵魂之中”，“人生的目的在于灵魂的愉快，这与快乐完全不
同，人们由于误解而把两者混同了。
在这种愉快中，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苦恼。
它把这种愉快称为幸福，此外还给它取了许多别的名字”。
    且不说现代化过程中，噪音、废气、工业污水等各种污染充斥乃至癌症与其他种种严重疾病的频发(
这在不少国家已有充分的演示)——总之．生存环境的恶化，作为现代化无可规避的副产品，使人类付
出了并且还在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人的主体性之掩失、人在工业化的巨大框架中，心为形役，器
盛道弱，生命天平失去平衡，实际上，是幸福、福祉最为本质的丧失。
    20世纪以降，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取得长足发展，它带给人类的并不是单纯的进步，而是“忧喜之
共门，吉凶之同域”的矛盾过程。
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物质生活巨大改善的同时，其弊端愈益昭彰。
这便是“现代化，，的陷阱。
    池田大作感慨地说：“的确，这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
“昔日，人们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由自在地生活。
不难想象，在人的生命体与宇宙的感应方面，比起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来说，他们更具备超越一般理论
和道理的丰富的直观能力。
换句话，即使当时人没有科学知识，也可以从实际经验中，领会到每天升起的太阳所施予的恩泽和自
然的规则。
”    许多思想大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流行色，
那种压制和消解人之本性，干预人的自然生活，使人成为缺乏根基、缺乏信仰的生存机器，成为飘忽
不定的干枯灵魂，都作过深刻的批评。
    这里，我再一次想起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师老子。
在那辽远苍茫的年代，老子就相当深刻地论述过“文明生存”这一重大问题。
    老子所追寻的是体现“天之道”的生存方式，和谐的符合本性的“太上”生活境界，具有人类幸福
本原意义的价值。
然而，老子一直在被现代人误读。
如果我们不是极端地、偏激地去理解甚至是曲解，而是认真聆听一下、思索一下、体悟一下，我们一
定会觉得，老子之言，不啻是一束永远值得沐浴的瑰丽而温暖的阳光。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谈到现代社会的“风险强度”时认为，引起
“现代性”飘忽不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未预期的后果。
其中，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显然也是人类未预期的后果。
    古希伯来经典中说，勃迪切夫的教士看见一个人急匆匆地赶路，目不斜视。
他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我在赶我的生计。
”那人回答。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生计在你前面跑，以至于你这样去追赶它?”    这种匆忙的赶路身影，我们在现代
文明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赶路人。
“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这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在追问着我们。
    我们记得，鲁迅小说中，有～个匆匆向前的“过客”(人们熟知阿Q、祥林嫂，但不太记得这个人物)
。
“过客”不停地奔向远去，疲惫不堪，却几乎连喝口水、喘会儿气的时间也没有。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奔向何处。
知道的，只是“向前”，“向前”。
    鲁迅先生别有寓意。
但我觉得，“过客”就是今天“现代人”的意象，就是我们现时代这列呼啸向前、飞速奔驰却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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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究竟驶向何处的时代列车。
    我们都在等待戈多。
戈多是谁，谁知道?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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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国家篇》中说：分散的和漫游的人群，通过相互的同意而成为一个公民的集
合体。
这种联合的第一原因并非出自个体的软弱，更多是出自“植于人的某种社会精神”。
在他之前，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也论述过，国家是公民的联合团体，以“最高的善”为目的。
古往今来，正因为人们的这种“集合”或“联合”，才有了公共生活，才有了公共事务，进而产生了
各种公共问题。
    本人不揣浅陋，多年来在报刊发表了较多言说公共问题的小文，本书是其中的一部分。
说起本书的缘起，是两年前了。
我一位在南方地级市任职的朋友对学术深承眷注，他将偶尔读到的被转载的我若干拙文收在一处。
他曾两次打电话来，说对我那些谈治国理政和行政技术的文章感兴趣，让我再提供给他一些。
后来，他那儿有人来沪出差，这位市长让人为这事儿专门来找过我。
此后不久，一位文化界朋友与我谈起，说读到我那些随笔“不随流俗”，力促我出一本专谈“公共问
题”的书。
虽然未敢以此自许，但我想出一本这样的书也好，一则可以把陆续发表的散在各处的文稿汇集起来；
二则既有利于别人看，也有利于自己“系统”表达公共生活方面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贤达。
    出于技术考虑，书中对发表时的原题有的作了一些改动。
如《改革：中国走向21世纪的主旋律》(《山西发展导报》1995年2月4日)，书中题改为“新世纪改革
断想”；《现代化与幸福：关于文明生存的若干断想》(《理论文萃》2000年第5期)，书中题改为“现
代化与人类福祉”；《法治·官员·政治规则：21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政治展望》(《复旦研究生学报
》2000年第1期)，书中题改为“21世纪：官员与政治规则”；《创新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探索
与争鸣》2001年第1期)，书中题改为“创新与文明发展”；《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新华文摘
》2003年第5期摘，原载《党政论坛》2003年第1期)，书中题改为“治国理政，需要一些公共理性”；
《“治大国若烹小鲜”：一种执政美学的视角》(《现代领导》2003年第2期)，书中题改为“治大国若
烹小鲜”；《由“器物”走向“人文”》(《社会科学报》2003年10月9日)，书中题改为“人文原野与
城市物理空间”；《政治文明考量与国家政治建设》(《文汇报》2002年9月6日)，书中题改为“文明
：心灵结构和文化群落”；《“平价药房”与“平民精神”》(《文汇报》2003年9月29日文汇时评)，
书中题改为“平价药演绎平民精神”；《政治设计：一种社会技术》(《学习时报》2003年9月29日)书
中题改为“当历史的风吹起时”；《“智慧领导”与战略策划》(《党政论坛》2003年第10期)，书中
题改为“要有一点行政策划”；《文化产业与产业政策创制》(《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1期)，书中
题改为“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锻造领导脱稿说话能力》(《决策》2005年第8期)，书中题改为“
念稿时代”；《仅仅靠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不够的》(《解放日报》2006年2月28日)，书中题改为“光靠
行政首长负责制还不够”；《领袖中的球迷》(《学习时报》2006年7月17日)，书中题改为“领袖亦为
球癫狂”；《有些专家怎么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年9月7日)，书中题改为“今天专家赶场
子”；《失信的社会，陡增的交易成本》(《社会导刊》2006年第12期)，书中题改为“公共品质与人
际交易成本”，等等。
有的稿子在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而有删节，此次斟酌将原有内容作了补进，如《法治：我们究竟少
了什么》(《学习时报》2005年10月10日)，书中补进了原有的第一段落。
此外，对一些文稿略作了文字上的订正。
    承蒙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教授、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琪教授惠意，
分别为本书写下热情洋溢的“卷首语”，谨向他们致以谢忱。
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学委主席武克全研究员和其他许多朋友对本书的关心
。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先生对本书出版的襄助，感谢责任编辑孔继萍女士为本书的
辛勤工作。
    在本书将要付梓之际，坐在窗下写这篇“后记”时，正值农历丁亥新年。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祝福的手机短信连绵不断，喜庆的爆竹声更是铺天盖地，响彻寰宇。
这爆竹声从远古响起，越过先秦两汉，越过唐宋元明清，一直响到今天。
它不仅演绎着习俗的伟力，更表达了人们对和谐、美好和对未来的祈福。
想起几年前，本人曾发表《爆竹声中一岁除》评析“禁放”(本书第七章)，如今，大部分地方“禁放
’’已解禁或改“限放”，爆竹声声又成为浓浓“年味”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公共决策对于民意的回
归，对于对习俗的尊重。
    《礼记·礼运》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者，人类之至理也；大道之行，是人类公共生活的伟大境界，也是我们向往的和谐社会、和谐
世界的至臻图景。
如何更好地体悟“大道”，遵从公共生活中的一般逻辑和基准，提升公共理性和公共生活的质量，正
是我们今天处于这样一种重大社会变革过程中所需要的。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拙笔命意，盖于此矣。
                                     秦德君                              识于农历丁亥新年初四                               2007年2月21日春节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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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生活的地平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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