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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
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
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
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
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
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
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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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内容简介：《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
世界公民》一书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政治哲学往往主
要是论证利益与权力、制度与程序等概念，面对当前世界的主要伦理问题，赫费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
解。《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集中阐述共同体中的责任主体，
即三种公民角色与责任，以及当代公民社会的特征，表达了作者关于全球化时代政治伦理的新观点。
该书作为一本伦理学著作具有前瞻性，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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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奥特弗利德·赫费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蒂宾根大学教授，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
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哲学研究》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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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4 公民报酬或公民义务？　　每个人获得的基本收入与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无关，关于公正性
的观点与基本收入的想法、所谓的公民资金或者公民报酬（参见：Krebs／Rein 2000，Eichler 2001；以
及van Parijs1995，Ackerman／Alstott 1999）有所出入。根据公正性的一个核心部分，即相互关系，人们
并非只为了公民存在而赚取报酬，而是为了给共同体做出贡献。当公民报酬和劳动报酬之问的差距缩
小时，共同体中的普遍危险，即搭便车现象，就会增长。就算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也需要辛劳的付出
，而这正是一些人顾忌的：人生中为了及时获得劳动能力而作的投入，深入一点则是工作上的随时待
命，尤其是职业、社会环境和地理上的能动性。　　由于这一辛劳的付出，在过去几十年间，像德国
这样一个共同体任由纯劳动收入和对所有家庭的社会援助之间的报酬差距缩小，甚至趋向平等（参见
：Boss 2001），这就不是明智之举。同时援助的社会道德原则也对公民报酬提出了异议，因为这一原
则要求每个人首先要自食其力，只有在不得已时才求助于共同体。因而此原则是反对一个救济国家，
而主张一个自由和民主有效运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见第4章）。　　倘若表述应当确切包含所表现
的实物，那么公民报酬只有通过公民投入，即公民劳动，才会完整。尽管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之后我们谈论的是劳动型社会，但此社会中的工作却在逐渐减少。事实上，尽管我们基于女
性就业率的提升而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但由于借助机器和卓越的体系而进行的合理化，很多工作岗
位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资讯和知识已成为“生产媒介”的地方，有些手工劳动就纯粹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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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是翻译还是什么原因，完全不知所云，一整段全是逗号
2、题目看着比较吸引人
3、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世界人
4、配送很快，书也很好。推荐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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