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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研究 #

政治知识化与理性政治生活的成长

  编者按: 政治知识化是一个思考理性政治生活建设的课题, 也是知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知识政治学的

基本观点是政治变迁与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密不可分。新政治形态的成长需要有新知识形态为支

撑, 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道理建构是政治制度建构的上位问题。从古典政治学创立时起, 政治知识化

就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 /哲学王0思想的提出就是其中的重要结晶。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完整的理

论政治学, 但一直重视寻求理性政治生活的实现路径, 这一路径最终浓缩为 /修齐治平0思想, 强调人格和知

识训练是获得理政资格的前提。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为使政治生活摆脱宗教迷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

义霸权, 众多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过政治与知识、政治与学术和理性政治的问题, 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

根、孔德、韦伯、哈贝马斯和欧克肖特等。我国清末国学大师梁启超也专门谈论过学术竞争力与中西方社会竞

争力的问题。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徐复观也做过5政治与学术之间6的文集, 对学术、知识与政治的界分和

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研究政治知识化问题,不仅可以使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拓展政治学

的新领域, 比如说知识政治学;更可以增加各政治生活的主体明白政治逻辑和道理的机会, 以提升全社会的政

治创新力、政治规范力、政治执行力和政治参与力,使理性政治生活的成长获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共同支

撑。学术界对政治知识化问题的研究尚处于理念唤醒、概念建构阶段, 还缺乏深度的学理建构、践行机制和社

会条件方面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执政的命题,为政治知识化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本刊

这期组织编辑的这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政治知识化问题的学术基础、核心议题、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 以期

引起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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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知识化:思考政治生活的新维度
清   源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从知识的视阈思考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是政治学理论的一贯传统,用知识解释政治的范式应该

成为经济解释政治的范式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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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知识化、科学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

课题。正如哈贝马斯所言: /政治的科学化今天

还没有成为事实, 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发展趋

势。0 [ 1] /知识改变命运0的警句人们可以脱口而

出, /知识改变命运0的道理也早已是家喻户晓

的。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的论断在经

济学领域已形成共识 [ 2] , 知识经济已衍生为一种

新经济方式。然而, /政治知识化改变政治命运0
的道理,人们却很少去体悟或体悟不深。其中的

原因很多,重要一条就是人们认识政治问题的方

法和维度大都还囿于传统。断章取义地解读经济

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意义, 片面认为解决政治

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一条路, 故而多数后发型国家

都选择经济 ) 技术主义发展战略,不重视知识变

革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意义。马克斯#韦伯曾批评

说,那种从经济权力析出政治权力的办法过于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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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而混淆了 /经济的0、/由经济决定的0以及

/与经济有关的0各种因素。¹ 其实, 历史唯物主

义从未断言对政治和权力的解释只有经济和财富

一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世界的不

同看法可以从一个时代或文化与另一个时代或文

化的对比中发现。真理是与人们隶属的时代和文

化所特有的世界观有关的。0 [ 3]人们用知识解释

政治的范式可以作为在时代及文化变迁条件下补

充经济解释政治的一种范式。

在思想史上,古代西方思想家从思考政治生

活伊始,就把政治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认为政治

是一种知识,政治学是最高的学术形式。当时最

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 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

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西赛罗等,思想家兼执政官索伦、伯里克利、毕大

各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正义、美德、政治与知

识的关系。其中,柏拉图概括的 /哲学王0思想是

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他洞穿了政治

与知识关系的核心在于理性, /理性所具有的知

识,是它统治自我其余部分的资格所在, 这知识,

连同因这知识而有理的统治,构成王者之学。0 [ 4]

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政治的知识化拔高到一

切学术之巅, 认为政治学 /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

的学术,其终极 (目的 )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

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0 [ 5]。他说,正如所有的行

为最终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的一样,各种学术和

科学也可以理解为最终服从于一门居主导地位的

科学, 它包含广义的人类利益。而这门主导科学

显然是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它 /决定诸如城邦

需要哪种科学, 哪一种人应掌握哪门科学以及掌

握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 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

才能, 诸如将帅之才、持家之能、修辞之技,都服从

于政治知识。0º在古代中国,孔、孟曾提出将掌握

知识, 甚至掌握不同性质的知识作为区分人的社

会地位和特权的准绳。这一论述虽然有价值趋向

上的局限性,但其中已包涵以知识作为权力配置

基础的思想 [ 6]。中国近代学术史上, 开辟用知识

变迁来解释政治变迁的思路也有一个世纪的历

史。早在清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

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

根源。他们认为 /泰西何以强? 有学也, 学术有

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 失学也, 学皆无

用,虽有亦无也。0»国学大师梁启超更是直言/天

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 何在乎? 曰智慧而已

矣,学术而已矣。0 [ 7]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

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思路, 后来成

为推动 /五四0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只

是 /五四0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权完全被经济之

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20世纪后半叶, 西方后

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

树起了 /创新知识) 解构传统 ) 建构多元0的理

论范式。尽管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

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 /元叙事0

方式的冲击 [ 8]。可见,政治知识化不仅是政治发

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政治与知识关

系的逻辑是政治 ) 知识) 政治理性 ) 政治科学 )

科学政治。在知识社会和后革命社会的今天, 政

治生活告别经验的主导,走政治知识化之路,推动

执政方式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型, 理应成为中国

科学政治生活成长的选择。

从知识的视角来思考政治是知识政治学的基

本路径,也是知识政治学学术资源的源泉。知识

政治学强调,政治变迁不过是知识形态的衍生、传

承和流变。这样的观点也许有武断之嫌,但它提

升了知识的递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有学者认

为知识政治学的核心观点是: 新政治形态需要有

新知识形态为支撑,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

制度的建构远不如政治道理的说明那么重要 [ 9]。

这种认识是颇有见地的。知识能否解释政治? 关

键在于知识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通约性, 关键在

于政治能否知识化? 对此, 欧克肖特作了完全肯

定的回答。他说: /一个根本不能用理性来解决

的政治问题0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有, /那一定是

伪造的0 [ 10]。理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 完

整的知识政治学方法应该是用知识解释政治和将

政治本体建构成知识的统一。但是知识的发展与

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一致关系并非没有曲折, 没有

障碍。其中最容易引致政治非理性的因素就是政

治系统内外的权力斗争。马克斯# 舍勒把它称为

知识社会学最困惑的领域 [ 11]。确保知识发展与

政治发展趋向一致的关键在于建立对权威的理性

约束机制。政治知识化的目的不是消解政治的权

威,独树知识的权威, 而是将政治权威纳入知识所

建构的理性逻辑的轨道, 使政治生活中权威的运

作按照政治科学内在规律和可以预见结果的方向

演绎。

沿着知识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可以发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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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文明是政治知识化的典范。它把政治制

度的建构与政治道理的说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把用知识解释政治和政治本体的知识化有机地统

一了起来。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 政治与知识的

关系也很紧密,不过不是政治知识化,而是知识政

治化, 政治神秘化。中国传统政治树立了知识权

力化的思想 ) ) ) /学而优则仕0;建构了知识权力

化的制度) ) ) 科举制。在那里, 知识相对于政治

而言, 只具有工具意义和解释的功能。其创新政

治、批判政治和规范政治的功能大受限制。所以,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中国

近现代政治的成长是伴随着新知识的引入而生

的。中国近代政治主要以西学为知识基础, 但对

生长于本土的中学知识却采取了不理性的态度。

中国现代政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本土知识的结

合为支撑,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包容性不够。因

而,中国近现代政治建设的知识基础都存在一定

意义的缺损。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对政治与知识

的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出现误区,以及政治本体

的知识化程度相对肤浅,政治生活时而理想化,时

而神秘化、经验化和泛化的一大引因。改革开放

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即明确提出: / ,,我并不认

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 政治学、法

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

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0此后, 举国上下掀

起了大规模的知识补课浪潮, 政治知识化也获得

了难得的机遇。

党的十六大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等

一系列涉及政治发展的重大命题, 翻开了中国政

治知识化和政治建设的新篇章。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执政是与政治知识化密切相关的命题。能力

以知识为基础,是知识的深化和运用的具体体现。

科学以探索规律为己任, 是知识的演绎。实现科

学执政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生活规律有清晰的认

识,这就要求执政者和参政者掌握科学的政治知

识,通过理性执政与理性参政的良性互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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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运转中推进政治知识化

曹  沛  霖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政治知识化是维系政治理性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要避免政治知识化流于空议,就必须使之制

度化。因为规范的政治知识的源头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思维, 也不源于无序的政治实践。制度化的政治过

程是产生和创新政治知识的最可靠的来源, 也是政治知识不断理性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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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知识化, 政治知识化又

离不开政治社会化,而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治制度

化的过程又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制度治理

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革

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包含着两层意

思:一是要有制度,二是还要让制度运转起来。制

度与制度运转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可以说

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政治过程。没有制度就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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