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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评》曾经在香港创办、出版、发行过两年时间，在海内外学人间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影响，对
“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倡导有开先风之气。
现在，《中国书评》的宗旨一如既往：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以知识生产活动自身作为评价对象来探究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第二，对社
会科学前沿性成果进行评介，以此来期待中国学术对此的回应和自身的发展。
《中国书评》暂定设置如下栏目：主题书评/学术书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学术评论/中文论著
简介/西文论著简介/序跋随笔/推荐书目等本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是
其应有之义，为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批判角度进行的书评提供高水准的平台，更为对关涉到
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提供自由探究的学术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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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正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
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
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法律史解释》、《布莱克维尔政
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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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中国书评》序/ 邓正来 主题书评： 《信息、信任与法律》   对张维迎
信任理论的几点商榷/ 郑也夫   探讨法律和信任的经济学基础/ 姚 洋   信用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与中国
社会的法治化道路/ 韦 森   外部性·正当性·有效性/ 黄文艺   学术书评   哈耶克的法治悖论:有机体与自
由——兼与邓正来教授商榷对自生秩序观的学术评价/ 季卫东   西方宪政的历史轨迹/ 陈弘毅   超越之辩
与中西哲学的差异——评安乐哲北大学术讲演/ 孙周兴   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一项解读中国近代历
史的政治学路径/ 萧延中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一）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
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 邓正来   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 王 焱   “规范”的
尴尬/ 邓晓芒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陈平原   期盼自生的学术规范/ 陈嘉映   “去政治化”、“学术规范
”与我们的学术生态/ 汪 晖   知识的生产是如何“再度国家化”的?/许纪霖   学术规范笔谈/ 张 静   学术
专业主义的异化/ 刘 擎   给无知一点谦卑/ 王人博   学术评论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政治话语的构型和
谱系 / 陆兴华（128）   中文论著简介   极权主义民主的个人主义及其归宿/ 陈家琪（142）   寻求贯彻普
遍性原则的行为视角——《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读后/ 唐寿宁   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
过程/ 孙云竹   本土化研究中的“日常权威”——读《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 颜毅艺   官僚体系、权
力精英与民主政治的危机/ 张 刚   政治学的视角——读《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张建锋   对国家权力的
再反思/ 尹冬华   西文论著简介   《全球化及其不足》/ 陈 昉   《全球变革读本》/ 刘小平   《全球化的人
类学研究》/ 邹立君   《全球化读本》（第二版）/ 蔡宏伟    《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差异》/ 资 
琳    《道德自负的美国》/ 程 农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 程 农   《民主的不满:美国对公共哲学的
寻求》/ 刘训练    《民主与分歧》/ 谈火生    序跋随笔    自然主义的激情宣言:向生命说“是”——莫斯
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中译版序/ 于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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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 《中国书评》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
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书评》于21世纪的继续出版，则是为了把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进至第二
个阶段。
 毋庸置疑，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在于强调学术内
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学术传统
，等等。
据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第一阶段的十年努力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至少
存在着这样两项不足。
第一，严重缺失严肃的学术书评，亦即严重缺失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批判角度进行的书评。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我们在现有的学术刊物上
几乎读不到与知识增量相关的“学术批判”的文字，所盛行的多是吹捧、无甚知识增量意义的所谓“
广告性”书评。
在这样的“书评”中，“创新”、“填补空白”、“重大贡献”等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之词到处可见
，对论著所作的毫无学术意义的介绍几乎就是一些广告词的堆砌。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位显赫、所谓的名人教授还在他们之间进行着“书评交易”:你写我一篇书评，
我也写一篇书评予以回报。
与上述现象相反对，中国学术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即在不作任何分析或研究的情况下便对所要评
论的论著进行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
显而易见，这两种趋势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极不可欲的，因为我们知
道，知识的增量和学术传统的建构都是以严肃的学术批判为基础的。
据此，我认为，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对批判对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从知识脉络或思维
方式或论证效力或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的、有助益于知识增量的严肃的学术书评。
 第二，严重缺失对关涉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我认为，有关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的性质和运作方式等问题还没
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我们往常都是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对知识展开
批判的，而这根本就无法使我们有效地洞见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台机器的“合谋者”的时候往往会对此毫无意识，而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性质不认识，所以我们还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各种“改革努力”而把这
台机器粉饰得更加美丽，使其在生产和再生产规划的知识的时候更有效，进而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
据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
思，进而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
 显然欲在上述两个领域中有所作为，我们就必须在根本上以严肃的学术批判为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一项判断，《中国书评》出版的目的，具体而言，亦就在于“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
学术”。
此一宗旨所隐含的预设在逻辑上认定，任何学术的研究、任何论著的出版乃至任何关于这些学术和论
著的评价，不仅与知识者个人的努力相关，与我们对学科的定义相关，与我们所保有的或信奉的知识
立场或意识形态相关，而且更是与关涉学科制度安排、项目设置及评价标准之确立的知识生产机器紧
密相关的。
再者，任何学术知识因论者的构成性理性之限度、研究范式之限度、视角或进路之限度、立场或意识
形态之限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必定存有各自的限度，而这就不仅为学术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是为学术
批判奠定了必要性。
当然，就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批判的基本形式，一如上述，仍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学术
论著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的书评，以及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学术制度重构意义上的学术批
判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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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说，以“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为宗旨并以知识批判和制度批判为基本手段
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学术批判机制尚未形成的中国学术界，无疑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中国学术发展基本问题所做的上述判断以及由此确立的宗旨和基本手段，并
不是《中国书评》能够取得成功本身的充分条件，因为它在根本上还需要仰赖中国学术界同道极具个
性化的共同努力。
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有志于提升中国学术水平的学术同人能够与我们一起将这份出版物办好，进
而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国学术批判传统的建构作出我们的贡献。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