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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梵客华僧，络绎于途，翻梵为秦，流布天下，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
展。
前贤移译异域经典的努力，不仅令后人钦仰，也为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
　　近世海通以降，特别是晚近二三十年来，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已经蔚成风气，但近来学界翻
译的选目，却多偏重于当代作品。
此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些理据：其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
。
其二，自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
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
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所谓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
人类秩序之构建至少必须处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第二，政治制度问题
，涵盖诸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第三，
公共政策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
若如此理解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界便显得颇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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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主义是当代政治中一种主要力量，但是政治哲学家一直不愿意承认，更别说是赞同民族主义思想
。
在该书中，戴维·米勒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我们承认同胞之间
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民族想在政治上自决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
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
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本书及时而又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
最有说服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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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米勒（David Miller）
　　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纳菲尔德学院官方院士，《牛津政治理论》丛书的主编之一。
他的诸多著作包括《市场、国家与共同体》（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由》（主编，牛津大
学出版社，1991年），《多元论、正义与平等》（与沃尔泽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
治哲学与幸福根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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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
随着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解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减弱，因而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的
问题得以突显。
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将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使用什么语言，认可什么宗教，
提倡什么文化。
几个世纪以前的战争突然展现出新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日益成为群体间种族冲突的标志，而这些群体
在新近历史中一直相互支持，尽管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融洽。
在我写这本书期间，许多观察家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间残酷的国内战争预示了一些曾经组
成苏联帝国的地区的命运。
与此同时，西方那些久已确立的民族国家也遇到这样的情形，即许多群体声称现有民族政治侵犯了他
们的认同，忽略了他们的合法要求。
　　自由立场的人对如何应对这些事没有把握。
他们可能会同情这一观念，即不同民族应该以其更愿意的方式来管理自身，但是他们反感民族主义在
实践中所采纳的尖锐的，有时几乎是种族主义的形式，因此，当人们问如何解决当人口混在一起或者
两个民族都声称同一地区是其领土（例如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情形）时出现的实际问题，他
们可能表示无能为力。
有些问题可能确实被证明不可解决，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中，认真反思民族性的本性及其主张的合法性
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结论。
这乃本书目标所在。
它既不赞美民族主义，也不视之为某种非理性的畸形物，而是着手探究和捍卫我后面将提到的“民族
性原则”。
当我们作为个人或者公民不得不对某些民族问题做出实际的应对时，我相信这一原则可以给我们提供
理性的指导。
　　我们遇到的这种问题分成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关于边界的问题，即如果存在边界的话，国家或者较小政治单元的边界应该设多远才能符合
民族区分。
是否每个民族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国家？
现属于一个大的多民族国家或帝国的小民族集团何时可以合法分离并建立自己的国家？
某个国家能否基于邻国的某个组成部分与之共享民族性而正当地将之合并进来？
（匈牙利能否合法地将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并入其中，因为此地区最主要的人口是匈牙利人？
）当我们思考民族性和民族主义时，这些问题可能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如我所观察到的，实践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引发最悲惨的冲突。
但是，民族性同样会引发其他重大问题。
　　第二种是关于民族主权的问题。
假如我们重视民族自决，声称每个民族应该享有政治自主，这意味着它必须拥有自身的统治团体。
但是，这一统治团体行使的政治权利到底应该有多广泛？
民族自决是否意味着每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主权国家？
我们暂且假设英国确实是一个民族，它可以将哪些权利让与类似欧盟一样的超级国家实体而不丧失其
民族身份所要求的自主？
举个不同的例子，是否只能通过创立巴勒斯坦国家才能满足巴勒斯坦民族独立的要求，或者一种以色
列保护下的更加有限的自治形式能否实现其中的合法要求？
鉴于此，一方面，我们目睹了可能以欧盟为原型的地域性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群体间的亚国家民
族主义也达到高潮，例如英国的苏格兰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这些问题同样要
求一个原则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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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问题是民族性对于国家的国内政策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前许多民族国家都寻求意在保护其成员特定认同和文化的政策，例如限制国外出版物和电视节目的
进口。
以民族认同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这一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正当证明？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所谈论的国家能否基于某一宗教是其民族认同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尊之为官方宗教
？
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文化少数群体遵从多数民族的价值和生活方式？
在成长的一代中灌输一种民族感是否应该成为教育目的的一部分？
假如是的话，这对于许多自由主义社会正在实施的多元文化教育意味着什么？
（例如，可否允许设置限额并偏爱那些被视作已经共享民族认同之重要要素的人？
）既然在现代世界很难发现一个其境内没有文化多样性的国家，这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
　　最后一种问题是关于我们作为个人应该赋予民族性要求的伦理分量。
一极的观点是：民族是我们忠诚的最高目标，为此我们应当把其他主张都搁置一旁。
另一极的观点是：我们是世界公民，是人类成员，不管本民族以外的人居住在何处，我们不应该对同
胞比对他们投以更多的关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影响我们采纳的观点，例如对国外援助项目的观点。
但是，当国家处于冲突之中时，它们就会呈现出一种特别尖锐的形式。
我是否应该因为这是我的民族就情愿为捍卫其利益而战斗？
或者我是否只能以某些更为普遍的事业（例如人权考虑）的名义（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它们由我所属
的民族推动）而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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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近有越来越多关于民族主义哲学的文献，而戴维·米勒的著作是其中最重要的贡献。
它文字明晰、论证严谨，最重要的是，能激发争论。
　　——《应用哲学学报》　　雄心勃勃、引人入胜且论证简洁优美。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米勒展示出对当代相关文献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新近和现代早期政
治理论历史非同一般的了解⋯⋯文字明晰、论证清楚，对当前聚焦民族主义贡献颇丰。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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