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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它主要探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统治者“统治权力的来源”
以及民众“政治服从的基础”。
政治合法性强调统治者在对民众进行统治和社会治理时，必须要有一个正当性的“统治理据”。
这个理据可以基于“法律规则”、“统治绩效”、“价值规范”或“ 政治程序”。
统治者通过引导型的“意识形态灌输”(自上而下)或参与型的 “政治价值论证”(自下而上)将其“统
治理据”加以确立并巩固的过程被称为政治合法化。
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都必须通过合法化的途径来维持、巩固并发展其政治合法性，在此过程中
，统治者需要积极回应民众基于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所形成的政治追问：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对民众进
行统治? 民众向统治者表达的政治服从依据何在? 面对以上两个合法性问题，西方历史上一些政治家与
政治学者根据各自对政治现实的观察以及对政治理念的考量给出了不同的应答。
有两种答案最具代表性，其一，认为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权力”以及民众对统治者的“ 服从义务”
来自于“经验政治现实”的制度性确认，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一种既定的政治现实。
“政治合法性”可以视为是统治者驾控社会、整合利益、维持秩序、谋求发展的“政治影响力”的体
现。
所谓“政治合法化 ”则是指统治集团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有意识地利用“政
治社会化”途径自上而下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与操控的过程；其二，认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
以及民众的“政治服从”并非单纯建立在统治集团的“治理绩效”基础之上，而是奠基于特定的政治
价值规范系统(终极价值体系或多元价值体系)之上。
“政治合法化”则是指民众在公共领域中经过理性的反思，根据其所信奉的特定政治价值规范，通过
制度化的政治程序与交互式的政治沟通机制，自发地在政治系统中对统治集团的“统治行为”与“统
治理据”展开论证、反思与批判的过程。
上述对“政治合法性” 与“政治合法化”迥然不同的界定反映了自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范式的分野与对立，可以将前一种界定称为是“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 ”研究范式，而将后一种表
述称为是“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
    政治合法性理论两种研究范式的纵横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要态势
。
自肇始之日起，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就与政治哲学家们对现实政治事务的“价值反思”以及对理
想政治形态的“理念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因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反思与批判力度，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知与判断能力，
而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然而，由于传统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对某种终极价值体系的过度依赖，在科学技术力量占据主导
、价值多元化共存的现代社会，其理论的解释力与论证力受到了两种合法性研究倾向的巨大挑战。
其一，是唯科学主义者在政治学领域中对政治哲学，尤其是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全面解构。
“唯科学主义”者宣扬“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学科领域内的伪问题”，从而在理论存在的本源上消解
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
其二，是经验主义者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整体性改造，他们认为合法性理论研究应当与政治价值判断
无涉，从而抽走了合法性理论的价值规范内核，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 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
合理性理论”，即失去了价值反思维度的合法性理论。
在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与科学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双重冲击下，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终结了。
然而，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并不能从容应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在政治价值层面
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现代政治哲学家开始系统反思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在政治价值领域中所遭遇到的
时代困境，并开始在理论层面重塑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这预示着政治合法性理论向规范主义的超
越性回归，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已经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现代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统治集团的统治权力惟有经过民众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正当程序
”与“价值反思”而自发表示出服从与认可，该统治集团才具备政治合法性，相反，统治集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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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灌输”以及“ 政治权术谋划”而得到的只是虚假的合法性，此种虚假的政治合法性是极端脆
弱的，在其看似稳定的外表下潜藏着的是民众与统治集团政治冲突的暗流。
    当代思想家约翰·罗尔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
政治合法性的研究。
罗尔斯以其“正义原则”试图重新复苏沉寂已久的契约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以建构“公共理性”
的方式重整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维度；哈贝马斯则试图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
机”入手，希望通过重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系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
批判理论”，有效解决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将其合法性理论称为是“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
“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交往理性”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惟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
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民众才可以在基本交往原则的规约下自由地展开对话，理想的交往行为
可以扩展到政治价值领域，在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的卫护下，公民针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可以有效展开
，并最终在政治价值领域中重塑失去了的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彰显以及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倚重，预示了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
论的复苏与回归。
然而，由于西方学者所特有的 “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研究倾向无法轻易消除，因此，复苏后的现代规
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仍然面临深层的理论困境。
这主要表现为，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幻想与多元价值共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政治架构的多样化与价
值反思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科学主义的偏见与政治哲学的反思之间的矛盾等等。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惟有超越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将政治合法性置于多元价值博弈的平台上进行系
统的反思与批判，才能最终恢复合法性理论的生命力。
重塑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就意味着在政治领域中实行一种真正的“ 价值宽容”，马克斯·韦伯、爱
德华·萨义德、赛亚·伯林、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批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洞见：在政
治价值领域中，“ 诸神共存”要优于“一神独霸”。
但是，韦伯是以悲观的眼光注视着日趋理性化的西方社会，其合法性理论的最终归宿只能是沦为苍白
干枯的“行政合理性设计”，而哈贝马斯则无法从容地超越其对西方政治价值观由衷的偏爱，其想象
中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实际建构过程很难不受到西方价值中心论的 “观念污染”。
笔者认为，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多元价值反思维度并非是指在合法性领域中采行一种简单化的“价值中
立”立场，更非主张在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主导下诸种价值间的不平等竞争，而是强调应当在政治价值
领域中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使不同的政治价值可以在其中展开平等的竞争、合作与博弈，力求达到
多元价值间“共赢式”的博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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