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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内容概要

英国的“怀疑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曾说“哲学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哲学的任务是对学
科的基本问题发出质疑。”本书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思考原则，对现代政治的根基——“民主”，以
及现代人的民主经验不断发问。
虽然都持有“怀疑论”的立场，但是本书的八位作者（其中两位是美国人：阿甘本、巴迪厄、朗西埃
、南希、齐泽克、本赛德、布朗、罗斯）却一点也不保守，他们普遍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是68学
运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当时的中坚力量，随着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现代福利国家
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建立，如今的他们代表着欧洲大陆思想界的至高点。
本书汇集了这八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随笔和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公共言论，每位作者各一篇，每篇篇
幅在一万字左右，通俗而不失深刻，短小而不失高远。
这8篇文章重点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西方社会的变化为背景，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民主制
度的悖论和尴尬处境，并为未来社会的合理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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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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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书籍目录

1. 民主概念絮语
2. 民主的徽章
3. 永久的丑闻
4. 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
5. 有限的民主和无限的民主
6. 复数的民主对单数的民主
7. 可出售的民主
8. 从民主到神圣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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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精彩短评

1、一本知識密度頗高但精彩的小書，尤其在 TRUMP 當選之後讀來更覺深刻。
2、值得一读，书内有真知灼见
3、喜欢阿甘本那篇，巴迪欧和南希的着力点不能让人性福
4、除了最后一篇，完全看不懂科科
5、原著四星，翻译三星。前面的翻译好像比后面好点。
6、法国人的书就是永远不让人读懂的
7、其实也可以回应柴静的问题
8、#書友集记录# @書友集 民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思潮，更是一种理念。当前
要理解民主，绝不是简单一两句口号能解决的。这本册子也仅仅是一个争鸣的平台，反映了西方部分
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和反思。
9、[意大利] 吉奥乔·阿甘本 / [法] 阿兰·巴迪欧 / [法] 丹尼埃尔·本萨义德 / [美] 温迪·布朗 / [法] 
让-吕克·南希 / [法] 雅克·朗西埃 / [美] 克里斯汀·罗斯 /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冲着
这些大名买了此书，很小，很“不好看”。政治坐标的原点不同，西方左翼理论也不能直接拿过来。
10、一堆隨筆
11、这不是一部大众读物。虽然非常薄，但是读起来非常费劲。通篇都在讨论“民主”一词的真实含
义
12、逛贴吧的感觉。。
13、阿甘本的第一篇看不懂。巴丢、本萨义德、朗西埃、齐泽克等人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的撕扯在一
起。虽然是一本又小又薄的书，但是很耐读。
14、欧陆哲学用他们的语言风格横扫一切文字印刷，除了大胡子跳脱点
15、五星给译者文菲。
16、绝对是当代左派的政治理念。满满的无政府主义感
17、很有意思的一本書，但是對於目前的我來說也有很多還不能理解透徹的地方，先大致翻閱一邊，
等以後有所成長了再來翻看
18、看过英文版的飘过。齐最后一篇压轴实在有些捣糨糊。朗西埃的文章应该联系他那本民主之恨！
19、最后一篇齐泽克的文章又提到，你国是亚洲皮鞭加欧洲证券市场，和共产主义倒塌后的俄国采取
的休克疗法不同，你国直接靠国家权力控制通向资本主义的社会成本。毛思想里的自我革命和资本主
义的内在动力之间实际存在深刻的结构相似性⋯嗯，果然是极右政权。
20、说得像呓语 翻译得更像。。。只言片语的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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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精彩书评

1、原题：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来源：《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作者：王佳鹏“当我们谈论民主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阿甘本在其文章中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主导
的大众话语中，民主被认为是政府的最佳组织形式，民主就意味着全民选举、代议制、协商、自由、
市场，民主几乎就等于“良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有关民主终将胜利的观点，正是这种
意识形态的学术体现。这类观点在中国也是大行其道，人们不假思索地将民主视为是“好东西”，理
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予以接受。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这些民主话语或民主意识形态
无疑是流于表面而缺乏反思的。《好民主 坏民主》这本书中的诸位思想家，正是要对这些常识性假定
提出挑战。正如齐泽克所言，我们需要潜入到民主意识形态的深渊中去探寻其真正的能指（实际上它
最终不过是空洞的能指）。民主的无根基性与悖论性如果说民主概念有任何本质性含义的话，那么只
能是“人民主权”。它是神权和君权在近代社会中相继坍塌之后，被重新确立起来的政治正当性基础
。但作为缺乏神灵启示、君权神授、最终真理等至高根基的人民主权，天生就具有无根基性。柏拉图
很早就认为，民主的无根基性或未扎根于真理，说明其一开始就是不正当的。由此而使民主政治要么
是甘当无根基的存在，从而仅限于安全、共同利益及保护人民免受伤害等有限事务；要么，为自己寻
找或确立某种根基，也即“充足理由”，从而使理性或大写的理性（Raison）（神权、国家理性、民
族神话等）实施其统治，而这很可能使民主远离其“人民主权”的本质。因此，民主的无根基性使其
最终结果不是陷入无政府状态，就是走向大他者的统治。由民主本身的无根基性而导致的民主悖论，
同样也体现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中。阿甘本通过追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区分了民主的两种形式或两大层面：公共权利与统治技术，政制与政府，立法权与行政权，或立
法—政治合理性与经济—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简单地说，实际上
是权利与权力、正当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张力。正是二者的相互交织和相互抵
触导致了彼此的边界模糊性，任何没有注意到此种模糊性的民主讨论都是空谈。在这种模糊性中，后
者经常会超越或侵入前者，即经济—行政力量对于人权主权这一公共权利往往具有压倒性优势，阿甘
本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错误。同样面对民主的无根基性，朗西埃则比阿甘本更
为激进。他不但认为民主是无根基的，也认为政治本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不确定性境况
下的赌注。“民主并非是政体，而是政治的特定构成成分”，是政治主体得以形成的主体化方式。最
终正当性（ultimate legitimacy）或至高性（superiority）的缺席，使民主注定是一场丑闻（scandal），也
即缺乏真理标准下的各说各话和流言蜚语，是对等级制分配及排斥的不断挑战。民主狂热与民主幻觉
由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知识关系紧密，民主制的专制本质往往被深深地掩盖了起来。无论是福柯所
坚持的知识即权力，还是拉康所指出的因知识相对于权力的几何级数增长而导致的能指的空洞深渊，
都旨在揭示现代民主话语的虚假性。在齐泽克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或意识形态斗争时代，“民主狂
热”、话语膨胀、符号内爆，也许是对当代民主意识形态的形象概括。民主话语已经脱离了它的实质
，而仅仅沦为一个空洞的徽章或符号，以至于“如今每个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布朗遵从拉康、齐泽
克认为，民主作为“空洞的能指”，已经失去了其能指力量（the power of signify），最多不过对于特
定的少数人才具有其实质的指涉。在对民主的批判中，柏拉图和巴迪欧都认为民主及其相应的代议制
终将暴露出其专制本质，“一种自诩为‘美好和青春’的统治，实质却是某种具有死亡冲动的专制统
治”。民主政治不仅终将走向僭主政治，而且民主世界意味着虚无主义、当下主义、享乐主义、平庸
主义。当然，人民主权尽管并未得以真正运作，但也并未从此彻底消失。在“民主幻觉”中，始终有
一个幽灵在飘荡，那就是“人民主权的幽灵”。托克维尔为了切断民主与革命的联系而将民主与国家
结合在一起（“民主国家”），但是马克思却坚持认为，“在真正的民主中，政治国家会走向消亡。
”于是，在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下普遍存在着某种“民主之恨”，也即对大众的恐惧，对集体激
情宣泄的担忧，对真正民主所可能导致的国家消亡的焦虑。民主徽章的空洞性或无意义（democratic
nonsignificance）并不意味着它是无用的，它反而具有赋予任何事情以正当性的巨大力量。所有人都打
着民主的旗号，所有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只要冠以‘民主’之名，那么您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于是，很多丑陋和邪恶之事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比如民主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宗教，成为西方
帝国发动圣战的神圣基础。民主的全球化与殖民化民主作为徽章，是西方人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徽章，
“民主主义者只专情于他们的同类”。该书中提及的爱尔兰公投、捷克公投、海地事件、全球阶层的
流动等等事例，无不说明了民主最多仅限于某国范围（尽管每个民主政体内的实质并非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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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民主主义者的‘世界’根本不是‘所有人’的世界。作为徽章和‘壁垒守卫者’的民主，自以为是地
在其微不足道的世界里运行着，集结在保守的寡头政治的旗帜之下；其全部职责——通常是好战的—
—仅是在所谓‘世界’的名义之下，受动物性的本能驱使去维护它的领地。”于是，民主制不仅存在
着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的暴政”的危险，并被许多批判理论家直接指认其实质就是寡头制；而且它
还以民主之神的名义不断出售自由或干脆发动圣战，这实际上是“来源于人民自身的法西斯主义”，
是民主人对非民主人的法西斯主义。作为非民主人或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最后只能诉诸于齐泽克所谓
的“神圣暴力”来予以反击。民主成为民主国家的殖民策略，是历史性地形成的。布朗如此总结了民
主制的内外交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并不渴求自由主义民主的人民，另一方面是我们
所不愿见的‘自由’的人民，他们把民主导向神权统治、帝国主义统治、充满恐惧或仇恨的种族制度
、封闭的共同体、依据族裔或移民身份划分的社会阶层、极具挑衅意味的新自由主义后殖民政治格局
，或者声称绕开民主进程与民主体制即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专家政治⋯⋯于是，上述两种可能性各
自都有自己的形式——人们专注于眼前的利益而罔顾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专注于所谓的安全却无
意追求和平；他们不愿为集体牺牲自己的快乐，也不愿放弃自己对集体繁荣的憎恨。”在这种内外困
境下，每位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人民如何能掌控并施行公共权力，以避免民主制度变成为反
民主正名的假面具。”这也是所有民主人和非民主人、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需要面对和应对的紧迫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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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主，坏民主》

章节试读

1、《好民主，坏民主》的笔记-第1页

        阿甘本《民主概念的絮语》：现在“民主”这个词有时候被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的制度形式，有时
候又被当作一种统治技术。原因就在于对从古希腊而来的“politeia”一词翻译时的语义含混，它既指
“政制”，又指“政府”；前者是建立制度的权力，后者是既成制度的权力，这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着
一个分裂，为了统治机器的顺利运转这种分裂必须被消弭。第一个例子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
试图用主权（kyrion）一词在弥合的同时彰显了这种分裂的存在。除此之外，福柯在《安全、领土、
人口》一文中指出卢梭也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试图在“主权—立法权”与“行政权—执行权”之间
作出区分并取得交集。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史上一大错误在于，将行政权完全等同于执行权，这导致现
代政治思想走向诸如法律、公意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抽象概念，同时悬置了行政权及其与主权的联系。
因此政治最关键的秘密不是主权而是行政权，不是上帝而是天使，不是国王而是大臣，不是法律而是
警察。在这种局面中，“主权者的权力”是一个虚构和误认，它试图掩盖的是统治机器中心空无一物
以及“政制”（法律—政治）和“政府”（经济—行政）的联合之不可能性这一事实。这既是政治的
起源，也是政治的消解。如果这个难题及其含混的语义无法被估量与克服，那么一切关于民主的讨论
——无论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统治技术——都将面临沦为闲扯的危险。

2、《好民主，坏民主》的笔记-第2页

        在当下的政治中，“民主”是一个在符号系统中无迹可寻的强有力的徽章(emblème)，一个空洞
的能指。只要冠之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事情都是可原谅的。民主并不是所有人都作为民主人而产生
的结果，而是相反，民主主义者都是民主这一徽章的产物。它内含有某种先验性的东西，如果要触及
真实的社会，这种东西就必须被清除出去。在此可以看看拥有徽章的西方和西方之外的世界之间所形
成的反讽性悖论：西方是一个民主的世界，而西方之外的某些世界则到处都是恐怖，这些处于恐怖中
的人们想方设法要进入民主的世界，但他们必须先经过专门为对付他们设立的“培训”而成为民主主
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世界根本不是所有人的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中，站在他编造出来的
怀旧主义政治神话—贵族制—的立场贬黜了民主制度：民主的世界并非真正的世界；民主制下的个体
只为享乐而生。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由民主徽章所炮制出来的主体：耽于享乐的个体。年轻人和老年
人在人类共同的永无止境的享乐潜能中达成共谋，在金钱作为虚假平等的普遍原则下维持着这一“现
代化”系统的运行。虚假的民主世界崇拜青春，民主是世界的徽章，青春是则是民主的徽章，它象征
一种“无法追回的时间”。即时性、时尚、虚假运动构成了“青春主义”作为偶像性建构的民主产品
的三个特点，“青春主义”就是民主思潮本质上幼稚化的东西，它要么造成政治恐怖主义，要么造成
个人享乐主义。他们从来不能建构一种时间规则，即使建构了也不执行，而这正是相应的国家构成形
式——代议制民主——暴露出来的专制本质：民主的“非世界”是一种时间的流逝，时间不仅在经受
消耗，同样也在经历摧毁，它是一种具有死亡冲动的虚无主义专制。而老年人则假装学习年轻人的姿
态并假装不那么无聊和专制，以继续从年轻人那里收获丰厚的民主犬儒式利润。民主的反面不是专制
，而是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将集体的存在从民主机制中抽离，彻底拒绝私有财产和资本积累作为流通
秩序，政治将根据永恒而独立的准则组织起团结和积极的人民，并使得国家走向消亡。让人民存在于
其自身的力量之下，这才是民主的本义。对此，我们要么重新发明共产主义，要么回归法西斯主义创
制的野蛮。当我们再次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便与历史中的人民融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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