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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共和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来自思想史。在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在哲学才智上能够与昆廷斯金纳相媲美(里
希特语)。不仅如此，斯金纳在共和主义方面也颇有建树。
《斯金纳共和思想研究》(作者张芳山)主要从斯金纳的思想史观、“历史语境主义”、“无依附的自
由”、国家理论、公民理论人手，着重阐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范式、共和主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
贡献，并将其理论与传统观点进行了对比和剖析。

共和主义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在19世纪开始衰落了，20世纪后期共和主义又在西方
学术界得到了复兴。“共和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为当今西方政治学界的一大景观，其中斯金纳的作用
非常重大。
《斯金纳共和思想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分为三大部分：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斯金纳的国家理论与斯金纳的自由理论。本书以斯金纳的文本解读为依据，必要时也援引了其他共和
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斯金纳共和思想研究》(作者张芳山)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追溯相结合，但
主要是理论的分析和解读。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的是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介绍、分析斯金纳共和主义
思想的相关内容时，始终将它与其他学者相对照，突出斯金纳思想与其他学者的异同。这样做的主要
目的是对斯金纳思想有一个更好、更全面、更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以公民理论、国家理论、自由理论这三个具体议题为经线，以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与其他学者共
和主义思想的关系为纬线，描绘了斯金纳共和主义的基本面貌。这些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路
径。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对昆廷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现状。本书研究是从共和主义思想这个角
度去研究昆廷-斯金纳的，而于他的历史学研究、其他的诸如修辞学的研究则言之甚少，关注的是他的
共和公民理论、自由理论和国家理论。
第二章叙述斯金纳的生活和学术背景、他特殊的研究方法“历史语境主义”和他特殊的研究视角“政
治与概念”，通过这些来论证昆廷斯金纳如何在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斯金纳式革命”，
还论述了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
第三章正式进入核心主题，开始论述斯金纳的共和思想的主要内容：公民理论。公民理论是古典共和
主义的基础，在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中，大多赞成最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但这种形式在现代社会是难
以“昔日重来”了。斯金纳也指出，国家要共和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到国家的共和
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这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共同主张)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
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们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
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
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
第四章研究的是斯金纳的国家理论。斯金纳对国家理论是非常重视的，这从《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和《国家与公民》可以看出。斯金纳把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是有生命的；而且，国家还必须是一个
自己治理自己的有机体。总的来说，就是斯金纳认为自治、主权、垄断和世俗性是我们把一个政治单
元当成国家来认识必须满足的四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第五章介绍的是斯金纳的自由理论。斯金纳的这种自由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古典共和主义有关自由的理
论，并打破了伯林对自由的著名的二元划分，跨越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世代鸿沟，让人
在思想上产生震撼并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六章是对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评论，并指出斯金纳对于共和主义复兴的伟大贡献。对于共和主义
的复兴或者回归，斯金纳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他的理论却有别于古典的共和主义(虽然他自称就
是古典的共和主义)。他到底是在回归古典还是移花接木来借古人宣扬他自己的理论以获得更大的合法
性认同?即使是他的朋友佩迪特的思想，看似和他很接近，但事实上也相距甚远。
第七章进行简单的评价，指出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不足，以及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
启示。斯金纳的共和主义理论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一笔值得借鉴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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