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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内容概要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共五章，即：哲学批判与反思、现
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交往行为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交往理性”的重建与话语伦理
学、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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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作者简介

章国锋，1940年生于湖南。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国际广播电视台德语播音员14
年后，于197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20世纪西方文论》等专著4
部，论文60余篇，译作1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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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序言哈员马斯：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
第一章哲学批判与反思
一、理性的“定位”：从先验理性到实践理性
1．理性的元理论探讨：先验理性批判
2．工具理性批判
3．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理性的否定与否定的理性
4．理性的统一性及其表现
5．后形而上的理性观
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1．主体性的哲学界定
2．用“实践主体”取代“先验主体”
3．从主体－客体到主体－主体
4．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
5．自我同一性：道德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章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
一、关于“现代性”的三次论战
二、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争论的时代和学术背景
三、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
四、资本主义现代化：“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
五、对形形色色“反现代性”思潮的批判
1．“存在救世主义”：从尼采到海德格尔
2．德里达：存在史的语言化和文本化
3．福柯：“权力斗争”的恶循环
4．卢曼：“社会系统”的元生物学解释
第三章交往行为理论
一、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诊断
1．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2．“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二、“三个世界”的理论
1．生活世界及其规范性基础
2．由“劳动范式”到“交往范式”：对马克思的“修正”
3．“交往范式”的语用学引入
三、交往行为的普遍语用学分析
1．交往行为的类型
2．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
3“真理”共识论
第四章“交往理性”的重建与话语伦理学
一、“理想的话语环境”
二、“话语伦理学”及其在道德和法律中的体现
三、话语伦理在当今社会整合中的意义及其可行性条件
四、话语伦理学的普适性要求
第五章文化理论
一、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平等共处
二、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三、“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冲突
第六章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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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一、关于“民主国家”的法理论
二、“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三、关于“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
四、“人权’与“主权”
五、对“人权普适主义”的辩护
六、“世界公民社会”：一个“乌托邦”构想？
附录：哈贝马斯生平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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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精彩短评

1、看完觉得哈是个奶意夫哥⋯
2、哈贝马斯入门
3、当年夏冠英同志作业参考书目
4、章国锋先生德文好，哲学底子也好，在当时哈贝马斯介绍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写出这么扎实的
导论读物，可见是下过功夫的。 
5、从话语角度驳斥哈氏关于全球公民社会：语言的构建性、互文性的权力性。
6、因第二部分对七八十年代的哈氏理论时代背景资料比较全面 加一星
7、语言结构世界，寻求语言的公正也就意味着寻求世界的公正。章国锋老师回归哲学追寻哈氏交往
理论和话语伦理学的方法论前提，并论及与包括后现代在内的其它理论家的争辩。书名仅提及《交往
行为理论》，实际内容则是对哈氏整个理论体系的比较完整简洁的总结。哈贝马斯原文比较晦涩，看
过的其它一些关于哈氏的中文书容易偏于局部，这本用来入门我感觉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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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

精彩书评

1、不知道讲述者的水平只是哈贝马斯的水平令人窃笑就说交往行为理论吧他是怎么论证的康德说，
人也有这样的，那样的，以及那那样的理性谈话这种行为啊，包含这三种理性所以人和人说话啊，理
性就实现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理性呢？工具理性的扩张，让人失去了理性如何能让人找回理性呢？
只要我们能建立一个平等的谈话机制就好了人与人自由的说出心里话社会就完美了这个道理在一定程
度上还是讲得通的上高中那会 晚自习时我经常和前后左右自由的聊天 不知不觉就放学了 大家都略有
不舍的回家了 生活很愉快后来班主任偷窥到了 就禁止我们自由的说话 就是说话也只能交流学习没有
自由谈话的机制 生活不美好了 度秒如年啊 上大学以后 一位舍友睡眠不好 晚上不让自由谈话 挂科不断
司考没过奖学金每没最要命的连女朋友都没有 大学毕业以后的非理性等我毕业以后接着讲哈这个宏大
理论啊除了描述我的苦泪上学史之外啊似乎就不太合适了他的逻辑起点就让人发毛我们追求的完美的
社会完美的社会是理性的理性是康德阐述的--康德说得啥？康老汉说了一大顿话，暴多，几天几夜都
说不完。不过，就算有时间我也说不来，因为我也不知道抗老汉说得啥康老汉说得就是对的？难说吧
哈的逻辑起点是不需要证明的（至少他这么认为）康德理论康德理论不一定是正确所以哈的理论大厦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就算哈先生的理论是对的但是也没有实施可能性理性那玩意实现有懒某个制度那这
个制度的实现又需要什么保证？好吧 哈的理论是对的 哈的制度也实现了 哈说了大大的真理但是 哈你
说得太麻烦了吧理性这么玄妙的感念是什么?O 可以用社会最佳均衡替代人与人交流中实现了理性不需
要繁琐的论证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既定结论多次可重复博弈以后 社会实现最佳均衡那个不知到如何实
现的制度？没必要存在但是这个替代说法和哈某的宏大理论还是有出入的区别在于哈氏有如是逻辑：
理性是对的-应该追求理性替代性是这样的：社会自有最优化秩序-这个秩序自行实现无需人来保证这
是我们就看到现代主义和现代注义领头牛啊哈理论的命脉所在他们赋予社会以理性的目标，没完没了
的吧社会驱赶像理性但是 社会最优化和理性是不等同的 理性是文化概念 文化是当下社会创造的 当下
的社会要奔向未来的也就是说 理性目标拖了社会的后腿哦总算说完了说得还不错可惜漂亮性感的小妹
妹看不到更可惜漂亮性感的小妹妹看到了也不感兴趣这个哈当年骂别人这个保守派那个保守派的时候
太没有风度了好了 终于吧话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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