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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地探究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主要观点和流派及其争
论，用一种让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阐述了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以及对于现实的
政治实践的应用，并引导读者思考进一步的问题。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就备受好评，被很
多英美大学的哲学系和政治学系遴选为政治哲学导论的教材。编者相信这本书的修订版
的出版对于推进我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入认识、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具有十分深远的
重要性。

内容简介

“历经一百多年而尚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社会巨变依然保持其前景不明朗的特点，这自然
无法满足人们对良序而稳定社会的要求，而政治哲学的正义目标的预期后果却正在于这
样一种社会”，这为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可以说，正义的问题是
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政治哲学史呈现为异
彩纷呈的图景。然而，自功利主义出现以来，各派理论不管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其自身的
逻辑，都不可能绕过对功利主义的回应、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当代政治哲学的版图重组，不仅历史上既已形成的功利主
义、自由主义等各派理论的坐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伴随着人们围绕《正义论》
一书所展开的理论论辩，公民资格理论、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派
别异军突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当代政治哲学》一书正是对这种理论场景的呈现。作者金里卡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活
跃在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的各派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它们对于平等、自由以及建立在
两者之基础上的正义社会的各不相同的论证和诠释，不仅阐明了各派理论产生的复杂背
景、它们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原点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严密的逻
辑论证，澄清了各种扑朔迷离的正义理念背后的不同利益指归。阅读《当代政治哲学》
不仅能让读者领略我们生活的时代最有头脑的理论家在社会建制问题上所勾勒的异彩纷
呈的图画，从而获得精神的历练，而且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了
很好的理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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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加拿大著名哲学教授，1984年获女王大学(Queerl s Urweislt
y)哲学和政治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土学位，现为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
系教授。
金里卡著作顿丰，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1989)、《当代政治哲学》(1
990)、《多元文化公民权》(1995)、《探索之路：反思加拿大的族裔文化关系》(1998)、
《少数的权利》(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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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本书课题

本书旨在介绍政治哲学的当代论争中的主要思想流派，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评论。本书
的资料几乎都源于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的新近著作。更确切地讲，这些著作大都涉及关于
正义社会、自由社会、优良社会的种种理论。除偶尔所需，本书一般不涉及历史上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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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家。本书也不涉及过去曾被当作政治哲学的若干中心话题，譬如，对于权力、主
权、法律性质等概念进行的意义分析。那些话题在三十五年前颇为流行，但政治哲学的
新近重点却在于强调正义、自由、共同体等理想，这些理想是在对政治制度和政策进行
评价的过程中被召唤出来的。当然，我并不会涉及在这些领域新近发展出来的全部内容
，我将只集中探讨这样一些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有众多的追随者，它们还为各种政治理
想提供着丰富程度不等的远见卓识。
撰写本书的理由之一是，我相信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已经展开了大量极为有趣和重要的工
作。简单地讲，今天政治哲学的智慧场景，已经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景象有了相当
的差异。那些正在发展中的论点通常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这些原创性的论点不仅表现
在对旧有论题的新发展(如诺齐克对于洛克式的自然权利论的发展)，还体现在产生了诸
如女权主义这样的新视野。这些发展的结果是，探讨和评价政治理论的传统范畴显得越
来越不能胜任了。
我们关于政治场景的传统图景是这样的，即将各种政治原则视为对应着一条直线，视为
从左到右的展开。根据这种传统图景，左派人士因为相信平等而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
义，右派人士因为相信自由而支持某种形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居中的则为自由主
义者，他们因为相信软弱无力的平等与自由的混合，而支持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
义。当然，在这三种立场之间也有许多其他立场，而许多人接受着不同理论的不同部分
。但人们总是认为，要理解或描述某人所持政治原则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这些原则置于
这条直线上的某处。
以这种方式思考西方政治理论也多少有些道理。可这种思维变得越来越不能胜任了。首
先，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例如，区分左派与右派的依据是在男性占支
配地位的政府和经济领域他们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观点。但对于传统的以女性为主的家庭
领域，当涉及公平与自由时，情况又是怎样呢?从左到右的主流政治理论家总倾向于要么
忽略这些领域，要么断言这些领域不涉及正义与自由的问题。关于性别平等的完整理论
将对传统左右派争论所不涉及的领域予以考察。政治思想的传统图景还因为其忽略了历
史语境的问题而受到批评。无论左派或右派的理论都企图向我们提供这样的原则——借
助它们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实践进行检验和批判。但社群主义者却认为，
我们不能够用脱离历史的标准去评价和判断政治制度。社群主义者相信，政治评价不过
是对我们处身其中的传统和常规进行解释。因此，就存在着我们如何被“镶嵌”于历史
和共同体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曾在传统的左右派辩论中出现。要是我们坚持把女权
主义或社群主义置于一条从左到右的连续线上，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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