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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人类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意义世界”
，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必要的价值评判标准与前行路标，因而也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安排与政治
行为背后真正的“定向器”。
建构一个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政治价值体系，是我们“后发国家”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必须予以解
决的重大历史任务。
张铭所著的《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围绕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一主线，以较为
广阔的方法论视野，就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所涉及的价值评判标准建构问题，正确认识当下建
构的时代背景及时代课题问题，自觉反省作为政治价值认知基础的范式问题，价值体系本身的形式结
构问题，体系调节的重点取向与艺术问题，建构过程中政治至善主义的克制与防范问题，东西方历史
建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问题，如何积极面向“本土化资源”挖掘运用等重大也是绕不过去的问
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较为独到的见解。
《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作为基础性理论的前沿探索，为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
提供了一个方向与路径选择上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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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然，中国自由主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迷信的大政府有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再次，中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性的规划和建设能力，相信理性的
秩序就是一种完满的秩序。
与崇信理性的欧洲启蒙主义者相似，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从未完全放弃过那种令现实主义者们迷惑的
不可更改的、最为顽固的幻觉——即他们自己是没有错误观念的幻觉”。
这就不奇怪，自由主义像一切理性主义者一样，完全无视理性的盲点与局限，看不到理性主义想凭借
一代人的认识来取代“历史大智慧”的疯狂，甚至陶醉于在理性规划与指导下扫除“愚昧的传统”、
建设完美理想社会的自负之中。
这就使得中国自由主义加入了近现代国人张扬理性主义的大合唱之中，而在这里面，中国自由主义所
奏出的又不是最强音，因而也不可能赢得人们的特别关注。
　　最后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是，就世界性的政治价值体系现代转换成功经验来看，一种特定的
政治价值体系想要在一个社会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就不仅要提出应对社会危机的有效办法，还要
使得这种办法得到既有“社会资本”与“社会文化网络”的滋养与支撑。
失去了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网络拱卫与维护的政治价值选择即使能够喧闹一时也终难在一个社会中长
久维持。
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剧就在于，它在一开始就为西方文明的自由形式所惑，没有去考虑这种形式建立在
什么样的土壤之上、服务于什么样的功能，没有用功能分析的眼光去分析自身传统文明中是否存有人
类成功文明所具有的诸多共性。
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上同西方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所以要传
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文明，理所当然地要对传统文化展开攻击”。
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与传统全面决裂、注重同西方文明外在形式看齐的道路。
　　由此而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看齐与追求西方文明外在形式的同时，是不是
走上了一条与自由主义精神内涵完全背离的道路；是不是必然地藐视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文化软实
力”，必然对政治权力产生或多或少的幻想，必然加强对属于“硬权力”的国家机器的全面依赖。
诚然，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提倡整理国故，也有终身以中国历史研究为业者，然而无论是胡适还
是傅斯年，他们对待中国历史远没有钱穆所提倡的敬畏与温情，而是充满了苛求与指摘。
胡适对此曾坦言道：“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找到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找一个前因
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
为什么要整理呢？
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
显然，这种对“国故”的整理无异于一种对历史与传统的审判与改造，而这种审判与改造的目的也并
非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认同与延续，而是为了“再造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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