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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当代性》

内容概要

本书为赵汀阳十年磨一剑的政治哲学专著，深入探寻了中国古代自周朝以来“天下”制度的内涵、外
延和实践，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挖掘其在当前世界现实中的价值。《天下的当代性》的核心价值在于学
术原创性，即摆脱了西方学术框架和术语本位，用中国思想、中国话语和现代逻辑对未来世界展开了
预言式 的构想。
天下体系并非乌托邦式的幻想，它是一个有望保证和平和安全的体系，其制度安排的关键在于使竞争
或敌对策略无利可图，更准确地说，使任何试图摧毁他者的行为都无利可图，因此能够确保使共在成
为存在的条件。简单地说，天下体系期望的是一个以共在为原则的世界存在秩序。
由中国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对于古代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过于超前了，并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制度优
势。而当今世界面对的是互联网技术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这意味着人们正在经历某种意义上的开端时
刻和条件——新的规则和制度正在形成，这正是讨论“天下的当代性”的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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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国务院特贴专家,博导。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常委；
哈佛燕京学社“蒲塞杰出访问学者”（ Pusey Distinguished Fellow，2013）；
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授课教授（中国先秦政治哲学，一个学期，2013）。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政治哲学。
主要著作：《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坏世界研究》《惠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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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问题、条件和方法
1.
世界作为政治主体
2.
最坏可能世界与最好可能世界
3.
政治的存在单位
4.
世界内部化与世界主权
5.
关系理性
6.
政治重新出发的起点
第1章：天下概念的故事
1.
从世界开始的政治
2.
三层世界的天下
3.
配天
4.
制度布局
5.
无外
6.
家与天下的循环
7.
天命
8.
德与和
9.
好秩序为什么也会崩溃？
10.
天下作为方法论
第2章：内含天下的中国
1.
旋涡模式
2.
天下的缩版
3.
为什么逐鹿中原？
4.
以变而在
第3章：天下秩序的未来性
1.
世界历史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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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德问题与亨廷顿问题
3.
两种外部性：天然的和被建构的
4.
边界与无外
5.
新天下的物质条件
6.
新天下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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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在周朝时期就开始拥有天下之心，这个天下的范围没有以后那么广，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尝试
用一种制度一种礼仪一种德作为维系整个体系的工具，协和万邦正是周朝人所追求的。他们不使用暴
力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是用道德来聚拢天下人心，用血缘关系维系政治纽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种立足高远的政治宣言以及以德以礼治国的尝试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早已有了包容之心。心怀海内
、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之心，中国文化是包容的，器具是高远雄阔的，
它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历经了那么多，依然有很多美好的价值留存至今，它是值得尊重的。
2、悚然而惊：人类的自杀性运动始于现代性，始于人试图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始于人试图成为神
，始于把人的贪心重新解释为正当权利。
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4、去广州和成都的飞机上读了90%，剩下10%的几十页读了一个多月，真懒。其实，此书并没必要通
读精读，读一半或者读个导读就足够了解作者的思想了，难奈我的轻微强迫症。《天下的当代性》是
本富涵火花的作品，针对国际政治困境提出的新思想。可以想象到赵汀阳能够掀起的思想波澜，因为
试图以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来整合国际政治学话语，总能让人兴奋甚至意淫。也可以想象他必然引起的
批判和不屑，因为天下理论实在太粗糙了，除了让人感觉一新的想法，这本书千疮百孔的论证和牵强
附会的拼凑并没有让人觉得多有启发。
5、没有姊妹篇精彩
6、这本书的后1/4救了它
7、后现代理论家将权力概念再泛化，搞成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平常人终究明白
危及生命的暴力要比其他衍生性概念的暴力可怕的多。命是一切的根本。拳头比道理硬，自有人类以
来，就没含糊过。古代巫师最后多半还是军事酋长的部下，这一点，在分布式网络时代，估计不会改
变。赵老师在这一点上真没必要太相信那些人关于社会和精神病院同构的假设。
8、优秀~欣赏。
9、喜欢作者对天下概念的描述，但不赞同作者对未来的推断。我以为超国家主权的跨国企业和金融
科技等各类专业团体正是在践行天下内化的路径。政治权利被经济文化权利取代恰恰是全球一体化，
或者说是所谓天下体制的好处
10、读哲学还是费劲
11、虽然有些难的读懂，但是通过周朝的天下概念，讲述了一些古人的思维，通过古人的思维看当代
的问题，不得不佩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荐没事的时候慢慢钻研。
12、前面写的还行，后面有点扯了。一个历史事件，不同人会有不同解读，罗胖说这本书中理念和互
联网有关，大概指的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共赢这个理念吧。
13、一贯的清晰。启发很大
14、书里的闲言碎语比主体脉络更有趣。
15、“天下”思想可以有，但是它的现实性却不那么可得，一个全部获益无人受伤的政治游戏很可能
就是一个收益为0的游戏。或者进一步，当“世界”真正成为世界，那它依旧存在外部性，地球之外
的一切将被纳入视野，也将开启新的博弈。最后划线：“权力的目的却不是服务，而是通过服务去获
得专制权力。”金融、新媒体和高科技正在初步形成新专制权力。
16、稻草人论证，没什么意思
17、天下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政治理想，承载着浓厚的华夏情感，囊括整个中国的历史、传统、经验和
精神。
18、周朝的天下体系由当时环境所决定，以小统大，这种体系在秦朝彻底改变。周朝的天下体系是一
种“无外”性，后期撑不下去主要缘于没实力了（土地资源），对后世影响：为两千年，政治合法性
找到了一个解释，有德之人.
19、耳目一新，给我许多思考！
20、四星半。原创性。深刻。无废话。有大刘的简洁。消极看，天下无外不过天下大同的同质异形表
述而已，并无指明具体出路。积极看，释义也是为毫无头绪的人类出路求解的一个积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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