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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观(2012年第3卷)(总第9卷)》是一份介于专业的学术刊物和通俗的大众出版物之间的思想性丛书，
它着眼于对古往今来历史上大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以为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及中长期
发展战略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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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产业梯度转移的终结：中国工业化的前景——“世界
秩序中的中国”之三·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绝对不均衡：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四·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突——“世界秩序中的中国
”之五(上篇)·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世界主义：中国民族意识的转向——“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五(下
篇)·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二、专题论文 “大海军建设”与威廉德国的海洋转型 分配正义的古今之辨和
古今之变 经验、二元和现实主义——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架构和评判 权势与威胁——乔治·凯南对
苏联的认识与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缔造 三、宏文与解读 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 
舰队·均势·安全：《克劳备忘录》与世纪之交英国的安全观 四、翰墨短简 “中国的”政治哲学 “
政治方案”与“政治问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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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把每个人都当作其自身的目的，并严格尊重每个人的绝对价值，康德反对通过个人慈
善来为穷人提供救济，因为这种慈善行为在施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制造了隐含的不平等，施予者会有不
自觉的优越感，从而在道德上贬低了接受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康德主张由国家救济来取代个人慈善，从而把救济穷人变成国家的义务，同时每
个人都有为此而向国家纳税的义务。
结果是，得到国家的救济对于穷人来说变成了某种权利，而不再只是慈善的恩惠。
这样，康德就突破了上述第一个观念障碍。
不过，康德从未说过正义要求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
第一个正式表达分配正义的现代观念的是1796年流产政变的领袖“格拉古”巴贝夫。
在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动荡时期，国家被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时也是在前述一系列思想家所奠定的新观念的基础上，巴贝夫第一次明确“
把摆脱生活贫困作为一种政治权利，是他第一次把人人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权利列入政治议程”。
与公民共和主义者不同的是，巴贝夫强调人人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主要不是为了保障人的政治权利，
而是基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基本尊重，后者才是分配正义的真正的现代含义。
 现代分配正义概念虽然在18世纪末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表述，不过它要一直等到20世纪才得以进入主
流政治思想，这是因为l9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对它并不友好。
这些政治理论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保守主义的反弹（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之外，还包括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
由于分配正义被视为伦理学问题，而实证主义恰恰强调要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着重研究事实问题
，因此，分配正义被排斥在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议题之外。
毋庸置疑，马克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
但弗莱施哈克尔指出，马克思并不是分配正义的捍卫者。
因为马克思把个人权利看作资产阶级的术语，他认为首先需要分配的不是产品而是生产资料。
马克思认为正义是用来描述法律关系的，但不适合描述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经济关系人性
化，所谓人性化就是使人真正成为社会人，消除个人与社会的差别。
而个人主义和权利学说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分配正义概念都是以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作为前提的。
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物质极其丰富，同时社会也改善了人性，使人的觉悟极大提高，这样，正义
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供给不足是导致正义问题的主因，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供给问题，正义也
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在科学发展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相信人能改造国家和改善社会的乐观主义情绪中，功利主义主张
通过打破个人权利的禁区来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这对正义观念（当然包括分配正义）构成了巨大的
挑战，因为“正义尤其被认为是保护个人不被任何更大的社会利益而牺牲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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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观(2012年第3卷)(总第9卷)》高全喜主编。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
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
提。
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基础上，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我们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从而探索我们
的利益所在，为世界规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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