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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
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
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
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
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
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
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
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
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
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
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
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德”、“位”之间>>

内容概要

　　孔子&ldquo;有德无位&rdquo;是儒学史上的一个敏感话题，儒家之所以不断提起并讨论它，源于
其&ldquo;德位合一&rdquo;的理想与&ldquo;德&rdquo;、&ldquo;位&rdquo;分离的现实相背离的生存性
紧张情势。
鉴于这一话题的切己性，一部孔子&ldquo;有德无位&rdquo;解释史，其实就是儒家的心灵史，指涉儒
家的核心政治理念及其政治性生存。
　　《在&ldquo;德&rdquo;、&ldquo;位&rdquo;之间》以孔子&ldquo;有德无位&rdquo;解释史为线索来
把握儒家政治哲学，结合跨领域研究成果，从&ldquo;史&rdquo;的角度追溯了儒家&ldquo;德位合
一&rdquo;政治信仰的由来以及孔子&ldquo;有德无位&rdquo;问题的生成，考察了问题在不同时代中的
经典解释样式。
在&ldquo;余论&rdquo;部分，《在&ldquo;德&rdquo;、&ldquo;位&rdquo;之间》从&ldquo;论&rdquo;的
角度对孔子&ldquo;有德无位&rdquo;解释史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对儒学与中国现代世界的
关系这一热门话题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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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把握儒学与中国现代世界的关系时，人们往往关注儒学在中国现代世界中显性断裂的一面，而对其
在现代世界中隐性延续的一面则重视不够。
①可以说，以追求德性政治为特征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主要是由儒家塑造而成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
在中国现代世界中并没有伴随科举制的废除、历次激进主义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顽强地活
在我们的现实中，将这一存活现象辨识出来是谈论儒家政治哲学现实意义的前提。
时下学者批评牟宗三时说，牟氏没有厘清德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才试图证明从内圣开出民主政
治的必然性。
②事实上，包括牟氏在内的新儒家对这种要求区分德性与权力关系的现代观点不是不了解，①他们之
所以仍然要从内圣开出民主政治，乃是儒者身份使然。
前文已言，儒者的身份认同奠基于“德位合一”政治理解之上。
在此我们可观察到“德位合一”观念在现代儒生之心灵中的存活。
当我们留意到民众习惯在“德”、“位”之间的思维框架中思考政治事务，并追求德性政治的政治文
化现象时，我们便不难明白，“德位合一”其实也存活在大众的心灵中。
如果“德位合一”仅存活于人们的心灵而与制度无涉，儒学的现代命运也就如余英吋所言真的成了“
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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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资助项目，并得到了广东教育学院博士科研专项经费的资助
。
本书是在笔者学位论文《在“德”与“位”之间一一儒家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条线索》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的。
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2006年12月），直至今年年初，笔者才重新拾起论文，不成想又杂事俗务缠身
，以至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前后几近一年。
期间小女豆豆问世，初为人父，欣喜、忙碌之状可以想知。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当初论文评审人冯达文教授、陈立胜教授与郭齐勇教授的评审意见，
以及书稿匿名评审人的评审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在本书中已经体现出来，有的则尚在消化之中，这些
意见对本书的完善甚有助益，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黎红雷教授既是我硕士时期的导师，也是我博士时期的导师，十余年来，他对我循循善诱、关怀有加
，不学如我，常自愧有负师恩，今借此机会向他表达由衷的感激与感谢。
我的同事叶长茂副教授曾给我许多学业上的帮助与精神上的支持，在此一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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