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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洛克写道：“语言是社会最大的公共纽带”（1961年，第3卷，第1章，第1节）。
他指的是语言使我们能够参加某些实践，通过这类实践我们变成自己应成为的道德人和政治人。
正是由于拥有这类公共概念，我们才构成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
然而，语言这一公共纽带易于变旧和磨损。
有一种真实、经常发生的恐惧，那就是概念构成的共同体毕竟是人类最为脆弱和最不持久的发明之一
。
于是，不出意料，这样的恐惧常常以警世寓言的形式出现，这类寓言中交往的混乱状态终结于孤立的
个体和无声的暴力。
大概这就是《圣经》中巴别塔这个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但是，在修昔底德描述的克基拉革命和在
霍布斯假想的自然状态中，存在着关于上述主题的一些更易辨识的政治变体。
这些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的寓意：丧失共同语言，就是丧失共同体，就是毁灭共同世界。
 在此要指出，那些逝去了的用以构成共同世界的语言，并不是现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
这也就是说，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不能完全简化为拥有某种特定词汇、语法结构、句法的自然语言，
如雅典希腊语、拉丁语、现代英语。
恰恰相反，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是共享理解的工具和行动的舞台，因为这种语言里包含的概念传达着
政治行为人的信念和实践。
社会和政治世界通过概念和交往得以构成，或更为准确地说，预先得以构成。
根据这种语言构成观，我们是谁，由什么构成，我们如何安排、梳理、思考世界，我们如何在世界中
行事，皆受限于语言论述和修辞的资源。
语言的限制标示了世界的限制。
道德语言描述政治上的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做某些事，亦阻止我们不能做其他一些
事。
但是，语言虽描绘了道德和政治的可能性，却并未描绘出现今独立的地貌。
恰恰相反，政治场景部分地是由决定和标示出其主要特征的要素构成的。
这些特征远非一尘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地图和疆域也相应发生变化。
 语言向前发展时，社会也随之向前发展。
贝特朗·德茹弗内尔写道，“正如人们因使用相同的语言而属于相同的文化那样，他们也因对相同道
德语言的理解而属于相同的社会。
这共同的道德语言向前延伸时，社会也随之向前延伸；它解体时，社会也随之解体”（德茹弗内尔
，1975年：第304页）。
政治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著作，可解读为对概念混乱和交往失灵的回应、反思和矫正措施（怀特，1984
年）。
它们通常采取批判的形式，借此政治哲学家尝试逐渐削弱现存的道德语言或政治语言，因为他常常在
准备提出某项独创新概念的过程中，认为这类语言不连贯或自相矛盾。
因此概念变化决不能离开政治的参与。
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1966年：第2—3页）所述， 既然持有某个概念就意味着在某种环境下以
或者能够以某些方式行事；那么，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创制新概念，还是取消旧概
念来实现，就是改变行为。
 因此，概念变化本身乃是一种政治革新。
用这种方式把政治变化和概念变化结合起来，让我们得以用某些乍看起来可能令人不安的方式来看待
世界。
这种担心的根源至少有二。
其一，这视角削弱了所谓偶然性论题。
偶然性论题坚持认为，语言学上的实体，诸如政治（或道德、经济、科学）理论是一回事，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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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另一回事；据此可推断政治（道德、经济、科学）变化是一回事，而概念变化是另一回事。
照这种看法，概念变化完全是次要的事，甚或是次要的结果，次要的反思和副现象。
这偶然的看法已产生深远的影响，至少深刻影响了那些深信自己不受哲学影响之人的思想。
某种类似于此的东西，支撑着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理念所扮演角色的
一致观点（因此这两派学人什么也没有证明，或许挽救的是不只政治才产生同床异梦的盟友这一看法
）。
然而，正如本书头两篇论文力图阐明的，认可这种看法，实为赞同可对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关系
做出的歪曲和误解。
可选择的“构成”语言观，能对上述关系做出截然不同的、可能更准确的描述。
 其二，也是联系更为密切的根源是，这种可选择的“构成”语言观似乎相应需要涉及一类颇为激进的
人。
原因在于，如果政治是一种部分地借助概念构成的活动，而且这些概念的意义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那
么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客观的或超越历史的真理——不存在政治给定物，不存在理由，不
存在能够以此立论和检验真理的最低基础。
而且，如果道德准则是可历史地改变的，虚无主义就必然接踵而至。
克基拉革命和霍布斯自然状态中概念的混乱，变成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规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
见不鲜的。
本书有几篇论文论述了这种担心，还有几篇论文试图详细地阐明“概念史”的构成观念为何不是虚无
主义的，尽管它可能是相对的。
因为概念史讲述的是连续性中的变化和变化中的连续性。
有些概念，或更准确地说，它们正确应用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或异想天开地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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