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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为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2辑。本辑关注的话题是重构现代中国想象，内容包括
王汎森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许章润谈革命、金观涛谈契约论的起源、崇明谈承认政治等。
【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有待建构的一套想象。 】
何谓现 代，谁之中国？对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它包
含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话语，也包含各种不同的知识类型。主观和客观相互交错在一起，在当今新的历
史语境里， 我们该如何来生产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
------------------------
我们无法依托一个清晰、可靠、稳定的中国元素来奠定对中国的认同。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必须要有
一种大无畏的成熟：与流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共存。康德曾说，启蒙是一种成熟，就是勇敢地公
开运用你的理性。而我觉得，现代人要有另外一种成熟，就是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不能化解的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暧昧性共存。
——刘 擎
当下中国亟需政治决断以展现政治成熟。值此情形下，如何提炼中国民族的政治气质和政治智慧，使
中国走向政治成熟，蔚为一个政治的国族，是一切追究政治立宪和国家理性的理论体系之衷心寄托所
在，也是中华民族得为亿万国民分享文化、政治家园的历史和政治前提。
——许章润
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其前提是存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共同体走向分裂和对抗，自由民主也
必然失败。自由民主能够有效运转，不仅仅是因为其保护了个体或群体的权利，更是因为其锻造了公
民，创造了促进共通善的政治生活。
——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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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许纪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叶文心：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
对 话：从民族到国家
刘 擎：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瞿 骏：在“古今交缠”中理解现代中国
对 话：从传统到现代
◎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与方法
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王汎森 叶文心 齐慕实 许纪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
◎现场 :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
许章润：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论纲：重读托克维尔
对 话：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
金观涛：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
崇 明：宽容与自由主义
邓 军：“献身的热望”：以陈独秀的“宗教感”为主题的一项考察
高 波：民初代议制危机与贤人政治论的展开
◎西方思想选译
史蒂芬·P.马尔克斯：从“匪夷所思的一纸宣言”到“六十亿人的‘十诫’”？
托马斯·班德：智识生活的文化：城市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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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访谈录，对话实录，这类型的书都很有意思，像看高手过招，你来我往，各有千秋，看起轻松，
但轻描淡写背后处处闪耀着思想碰撞的火花，令人拍手叫绝。
2、几场研讨会的发言整理。选读部分文章，王汎森谈思想史研究的一篇极好。
3、王泛森先生谈思想史治法平易近人，极有启发；许章润演讲亦见功力，可惜有些概念没给出清晰
定义即反复使用；高波文有意思，张东荪之政治思想此前未注意。
4、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5、值得看看！有王汎森谈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许章润谈革命、金观涛谈契约论的起源、崇明谈承
认政治，四场对话实录比文章好看！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胸怀中国的学者们带有温度的思考，
很有火花
6、偶然发现这本书里收录了金观涛的一片文章，所以买来看了。而在看的过程里，看到《现场：革
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这一篇的时候，正好江绪林自杀了，一边看着他在论坛上跟别人论述政治法理
，一边归于现实，虽然对这名学者不甚熟悉，但也唏嘘不已。回到金观涛那篇文章，里面讲到“个人
如何导致自然法转化为个人权利观念”的进程，用这种特别的角度来解读天赋人权，简直拍案叫绝。
王汎森那篇《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和方法》里讲到的方法，不仅在做思想史上有所作用，在很多时候，
看待不同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议题，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7、干完两天活，睡前歇一歇。大都是发言稿，一小时翻完。王汎森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一
文最可观。
8、看了四分之一就开始逢人推荐，慢吞吞啃完只觉得没有推荐错，很有启发性。尤其对研讨的记录
大赞！带有一丝随意反而增添了思想的温度。
9、深圳回武汉的路上翻完，大赞深圳机场的中信书店竟然有不少文史新书卖!第二辑思想史研究方法
的讲稿的对谈很不错(王汎森老师必须的: )，叶文心谈伯克利传统和重读列文森计划算是解了长久的困
惑。封面专题基本解构了现代史学的“现代”和“中国”概念，去年通过自己的动手机会已然产生对
碎片化的疑问，本书的讨论对我而言简直是问题意识大爆炸，只可惜到方法论层面学者们已经不太说
人话了...btw数数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魏培德诸师被提及的次数，真是绕不开的名字。欧立德的
比喻太贴切，他们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教堂，值得一访，即便教堂所处的地方已然沦为荒郊，也要专
程绕到造访，为重读而重读，为发现而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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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言近旨远——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何谓现代？谁之中国？》是一本学术论集，收录了
多篇国内外中国学者的论文、演讲与对话录。这些理论文字涉及面非常广：除了中国现代史，还包括
了政治学、法学、思想史以及欧洲近代史的研究。阅读本书前一半篇幅的时候，我以为本书所载文章
都是在回应书名提出的两个问题，即“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但是，当读到第三章“革命、
文人与国家理性”之后，发现本书远比先前想象的更有建设性、更有深度，并不仅限于对几个问题的
回应。在近年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学研究中，愈发多样化的领域与视角发出自己的声音，再加上来
自海外中国学的新视野、新挑战，学者们先前所理解的“中国”、“现代”等宏观概念，需要重新加
以修正与丰富。然而，本书中真正执行这一任务的仅是书的第一章。在之后的大量篇幅中，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呼应了一系列更加现实的问题，总结起来有：如何理解革命和立宪的关系，如何建设国家
理性，如何确立有效的国家宪法和政体，并且在此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人的多样性，等等。《何谓现代
？谁之中国？》的书名取自书的首篇文章，即许纪霖教授所著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文中许
教授指出，“何谓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揭秘，而是一个知识性的解读。”的确，现代中国并
不是一个需要被发现与认识的现实，而是一种由客观历史与主观观念交织而成的知识。我们对于“现
代中国”的认识，随着各种话语、观点的交锋，被不断地革新。刘擎教授在其文章中，也呼应了这一
观点。刘区别了“文化本质主义”和“激进构建主义”两种观念。其中前一种认为，虽然在历史进程
中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风云变幻，但中国文化具有一套不变的本质，存在一种事实性的文化“基因”。
而“激进构建主义”则相信，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主要的构成元素是我们对于自己身处的文化共同体
的看法与想象。刘擎进而认为，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需要超越文化本质主义和激进构建主
义，在实事与话语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刘认为，中国现代的变革，是思想与现实领域中各种力量辩
证互动的结果。这从而引出了书中多位作者的另一共识，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不仅涉及思想史，还需
要注重思想的实践，注重思想的效果史和影响史。对接下来的几篇文章而言，观念的影响史都是研究
者采用的基本范式。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许润章教授的演讲稿“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论纲：重读
托克维尔”，以及演讲后的讨论记录。许教授演讲的核心概念是“国家理性”（又可以翻译为“国家
理由”）。许介绍说，国家理性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为何要有国家”和“国家应当为何”。革命之后
，确立立国的基本精神，保障基本精神中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并实现许诺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这构
成了国家与国家理性的正当性。历史上几个典型案例，即英、美、法、德、中等国发生的现代革命，
都曾面临革命之后如何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一类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我国的制度建设仍
处在进行时，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从这里回望书的标题，我们可以大致猜到两位主编—
—许纪霖和刘擎——收录这些文章的深意。正应了主编们在第一章的观点，“何谓现代中国”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或政治学问题，更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对现实有深刻指导意义的问题。而且，
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研究者们都面临着碎片化的挑战。从理论层面来讲，如何将不同领域
、不同视角下的一棵棵树木，收纳于“现代中国”这一片森林之中？少数民族史、华人文学、海外汉
学⋯⋯种种视野中的&quot;中国&quot;观念可否互相协调统一？从现实层面讲，如何在现代的国家制
度构建中，应对国民内部的多样性？或者用书中几位学者的话说，如何让人们“自然地在一起”？这
种多样性指涉的范围非常广，通常可以是种族、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多样性
。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关照人的多样性？这是全世界至今面临的政治难题。在第三章的一个讨论记录中
， 季卫东教授总结了传统上的立宪主义对于多样性挑战的解决办法。所谓立宪主义，就是在宪法中规
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善，例如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等。季卫东
指出，立宪主义旨在多元社会中寻求某种统一的制度安排。其具体方法就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
野。“在私人领域中，你有充分的自由，但在公共领域中，你必须服从法律。”当然，这远非一劳永
逸的解答。即便国家在公共领域试图建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公共领域的法律同样需要考虑人的多样性
问题，比如在欧洲国家中的穆斯林群体，如何让国家的社会文化建设关照到这些少数族裔的信仰和生
活习惯？时下，中东难民问题持续发酵，前述问题的紧迫性自不必赘述。书的最后两章提供了六篇以
小角度切入大话题的思想史论文。这些论文关照的宏观话题包括革命与立宪、立法与多样性等，都不
出前述的理论范围。同时每篇论文又有各自的深度，弥补了书的前几章缺少案例研究的不足。各个案
例研究涉及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史、罗尔斯、陈独秀、《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能够极大丰富读者的理
论眼界。虽然许纪霖和刘擎两位主编为本书撰写的辅文非常之少（仅在每章首页有半页简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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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主编们的微言之下，大义深远。全书的编排，从“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两个问题出发，
在各论文与领域之间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对话。书中的诸位学者对于自由、革命、多样性等宏大
概念的反思，体现出令人赞叹的学术担当和现实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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