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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有力武器。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
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
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
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
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
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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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考察近代国家生成之历史过程的著作。
近代国家的生成是一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认识它，对认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转型的运动有启发意义。
本书努力去把握思想家们对社会转型中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以及每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建构逻辑
，旨在寻求对正在走进的后工业社会进行社会规划和制度设计的一般性方法和思维路向。
本书在公共生活的论题下考察了民主制度、法治国家以及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形成和演进，揭示了
市民社会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分析了市民社会的异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形式化所包含的走向未来的可
能性，试图在“新市民社会”兴起的现实条件下去构想公共生活健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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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结果：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下，“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
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
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
。
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
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
众不同。
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
可以说他们依惯例和时效而获得了自由。
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
人。
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
由此可见，商人实际上钻进了中世纪法律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缝隙之中，并成了这个缝隙之中的“自由
人”。
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也开始崭露头角。
当然，市民并不一定就是商人，但在最初，市民确实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
就市民的概念而言，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那些从事商品的装卸与运输、生产一切经商所需用品，以
及满足所有这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
城市最初可以通过原先那些作为仆役和工匠的人来提供这些商业活动所需要的人员，但是，随着商业
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类人员就只能来自于城外了，即从农村获取。
与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主要来自附近农村的人并不天然地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领主认出
并带回领地。
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于是，为了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充盈，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这样的
现象：移居到城市里的人在一定期限（通常是一年又一天）之后就可以不再受其领主权力的限制，从
而成为“自由市民”。
事实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著名谚语就是从这一事实中衍生出来的。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城市与农村争夺“人力资源”的过程，城市用自由赢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源。
城市使其市民拥有自由，同时，市民的人身自由也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有了自由，市民才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进而争取更多的自由。
这也正是皮雷纳所看到的：“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
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
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
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
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
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
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
”①历史证明，市民的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
除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成果之外，商人和城市还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创造出了专门适用
于自己的商法与城市法。
这样一来，市民“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
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④。
在中世纪，有了适用于自己的法律就等于是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而且，由于这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法律体系，豁免了原有法律的规定，从而在事实上使
市民从原有的法律规定中解放出来，并拥有了异于原来身份等级体系下的身份，或者说，市民本身就
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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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有了自己的身份，因而成了中世纪各种身份之外的一种新的身份。
这种新的身份把市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得到承认了的群体或阶层。
在此意义上，在他们的市民身份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就产生了一个社会。
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初形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生活的发生>>

后记

这本书是我与我的学生张乾友合作的一项成果，是近两年多时间合作发表的一些论文的结集出版。
对我而言，与乾友的合作是个偶然，而现在却取得了这项成果，不禁有些感慨。
我与乾友的合作是从他上“大四”开始的，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了，暑期结束，他将开始“
研二”的学习。
记得是06年的暑假开学后，乾友来到我的办公室，怯生生地递给我两篇文章，说是他写的，想让我给
看一看。
我接过文章，说了一堆勉励他的话，无非是说希望他“多写多练”、“会对学习有很大帮助”之类的
话，可是我并没有去看他的那两篇文章。
在乾友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为他们开设过“管理学基础”和“政治学原理”两门课，他在课堂
上那种如饥似渴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但是，毕竟他刚刚完成基础课的学习阶段，专业课的学习应当说才开始，我不认为这样一个刚刚进人
大三的学生所写的文章还需要提意见去修改。
后来，乾友选了我做他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这样一来，我就不能不看他写的文章了。
大致是在07年的5月份，乾友交来他的学年论文，正好我要出差，就把他的论文带上了。
在飞机上，我拿出论文来看，感到文质不错，只是观点属于学界流行的。
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候，我用手机给他发了个短信，让他先读我的几篇文章，然后再修改论文。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乾友把修改后的论文交给了我。
我当时并没有太上心，只是准备看一看给个成绩了事。
可是，看了之后感到非常吃惊，可以说他已经领会了我文章中的思想，不仅论文的观点得到了矫正，
而且文章的总体质感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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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生活的发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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