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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

史時期，可稱之為「繼續改革

時期」。然而，無論是在經濟

領域，還是在政治與社會領

域，改革都有無以為繼之虞。

我刊歡迎就此展開討論。

——編者

民主是一種妥協的智慧

祁玲玲的〈蒙古的民主化：

政治精英的理性選擇〉（《二十

一世紀》2012年4月號）一文，

提出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作為理性計算的產

物，民主制度在何種程度上會

出現經濟市場制度中的「討價

還價」。或者說，政治市場與

經濟市場可否趨同化？經濟市

場中的理性人懂得權衡取捨，

深知適度地放棄才有真正的獲

取。然而，政治市場能否實現

並如何實現經濟市場的基本特

性？例如祁文指出，人民革命

黨為避免民眾對於該黨執政合

法性的質疑，邀請反對派加

盟。這究竟是不是人民革命黨

運用市場增值性的結果？

第二，民主化地緣滲透是

存在限度的。祁文借用俄羅斯

和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民主

轉型陷入困境的案例，證明民

主化地緣滲透理論的失效。但

是，其失效並未阻止蒙古的民

主化進程，「蒙古本不是一片

滋生民主的土壤，但目前看

來，民主已經扎根在此。」蒙

古的政治精英通過怎樣的理性

計算和政治妥協完成國家建

構？

第三，政治精英選擇民主

改制的動力有哪些？祁文指

出，蒙古政治精英表現出來的

對民主遊戲規則的虔誠態度，

同樣來源於其理性計算：作為

執政黨的人民革命黨對自身政

治優勢具備自信並作出理性評

估，因而敢於運用民主；運用

自身民主形象的正面效應，證

明其善用民主；避免單獨承擔

社會劇烈變遷所引發的諸多問

題的責任，將政治責任實行分

割，證明其懂得運用民主的真

諦。

民主是一種妥協的智慧，

「鬥狠冒進」固然激動人心，但

不過是一時的生理亢奮。

周尚君　重慶

2012.4.18

民主理論的發展對中國
政治建設的意義

聶露的〈精英民主是否足夠

民主？〉（《二十一世紀》2012年

4月號）一文，以「批評精英民

主的缺陷及其改進之道」為線

索，描繪出二戰以後西方民主

理論的「起承轉合」，不僅展示

出理論家對民主發展的知識貢

獻，而且關注到民主發展中諸

多存在內部張力的問題。

聶露在結語中使用「社會

結構的變遷」作為裁決各種民

主理論是否合宜的根本標準，

並非有意忽略民主在改變社會

結構過程中的重大作用，民主

對公民人格、精神、行動力的

塑造本身，就是社會結構變遷

的重要動力。在此意義上，聶

文在價值上追求自由主義、民

主主義與共和主義之兼容。

中國目前歡迎各種民主理

論及其映射下的民主實踐，但

現時其民主步伐遠未到聶文所

述的「二戰之後」，仍然處於民

主的基本架構尚未完全成型的

政治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各種

民主理論皆有所長，皆可嘗

試，中國目前的核心任務是通

過民主建設，解決對國家層面

政治合法性的凝聚、對自由和

權利的憲政和法治保障、對財

富分配基本公平原則的持守等

根本問題。聶文縱覽數十年民

主理論的變遷，並非要讓吾輩

糾纏於自由主義民主及其批判

者的理論正誤，而是提請讀者

注意理論上的後發優勢，使中

國民主建設有更加多元的實踐

方案可資利用，以促進中國民

主、自由、法治、共和之全面

進步！

李筠　北京

201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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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煉的〈清末民初的道德

焦慮及應對之策〉（《二十一世

紀》2012年4月號）一文，雖是

對戊戌變法與五四運動期間，

知識份子如何看待儒家傳統道

德倫理的爭論之回顧，但提出

的問題，明顯地Ò眼於批判傳

統儒家道德百年後，目前社會

人心冷漠、唯利益為上的現

狀。

五四青年所反的「三綱五

常」，已失去先秦儒家思想原

味，是經由董仲舒到清朝徹底

換了味的孽生物。在虛君封建

體制的孔子時代，君不正，臣

可投外國；父不正，子或奔他

鄉；夫不正，妻可改嫁，哪有

後來以輿論逼寡婦終身守寡，

臣拒仕君要被砍頭而無可逃遁

的事！君權專制的明清政權，

使得建於先秦儒家傳統禮樂基

礎上的道德倫理，演變成了僅

關注家庭宗室私德而缺少對社

會公德的關懷，五四運動百年

後的今人，怎能仍不辨菽麥？

「禮」與「仁」的社會基礎到

周朝實際上已超出氏族宗法，

成為公共行為道德標準。周朝

襲用了不少商朝的異姓舊臣即

是一例。此外，康有為、譚嗣

同、章士釗、李大釗對傳統儒

家道德思想的反思，梁啟超要

以民族主義建新國民的打算，

甚至戊戌變法與五四運動，不

僅受到西方的影響，也有極深

的近代日本影子（可參考楊際

開、侯宜杰等人的研究）；在今

日地下教會蓬勃發展的國內，

再建親民的儒家道德倫理，極

益社稷，也須明鑒上述諸此。

呂玉新　紐約

2012.4.18

認知鄉土社會的兩個維度

桂華、林輝煌的〈土地祖

業觀與鄉土社會的產權基礎〉

（《二十一世紀》2012年4月號）

一文，從農民土地產權觀念

入手，探討了「鄉土社會」的構

成，指出與西方以私有產權為

基礎的「市民社會」不同，中國

社會的家業產權不具備個體

的私有性，也抑制了市場化的

形成。

儘管土地產權觀念是理解

鄉土社會的重要切入點，但或

許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必須注意產權觀念

的適用性與獨立性。我們首先

不能把農民的所有物都視為財

產，作者將農民財產劃分不同

等級當然有重要的意義，但很

難說可將祖墳、祠堂、墳山以

普通的財產視之，更談不上與

之相關的產權觀念。其次，家

業產權觀念雖是鄉土產權的重

要部分，但卻不是全部。因此

不能誇大家業產權對個體（自然

人或法人）處理產權獨立性的

限制。

第二，必須關照到鄉土社

會歷時性的變遷。「鄉土社會」

概念是伴隨Ò鄉土社會走向崩

潰的過程而提出的。應該看

到，自科舉制度廢除至今，鄉

土社會結構已經發生非常大的

變化。具有「鄉土性」的產權觀

念雖有穩定性，卻逐漸走向崩

潰，特別是伴隨Ò城市化的進

程，傳統的家業財產大幅度減

少，並日益不受農民重視。只

有在正確估計家業產權的現實

性基礎上，才可能有效解決鄉

土社會的未來發展問題。

黃秋韻　上海

20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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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轉型的兩種傾向

包剛升的〈民主轉型的周

期性：從啟動、崩潰到鞏固〉

（《二十一世紀》2012年4月號）

一文，對十八個民主國家的民

主啟動、崩潰次數與持續時

間，以及民主轉型周期等做

了量化分析後，得出一個結

論：民主轉型是一個高度不確

定、時間漫長和曲折的過程。

這個結論並不新奇，卻能指出

中國民主轉型中需警惕的兩種

傾向。

一種傾向是冀望於一蹴而

就地實現民主。五四以來，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影響了近

代知識份子的思維方式。它導

致知識份子容易被根本解決個

人與社會政治問題的理想或意

識形態吸引，知識份子一旦認

定某種理念，便希望「短平快」

地實現。時至今日，不少人以

為有了民主便可根本解決一切

問題，忽視民主的限度及民主

化過程的複雜性。

另一種傾向是始終強調要

「摸Ò石頭不過河」，這是一種

具有官方色彩的立場。一直以

來，政府的姿態是要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政府運用

辯證法告訴我們，實現特色民

主的過程是漫長的，道路是曲

折的，只有「摸Ò石頭」，才能

安全到達彼岸。然而，三十多

年過去，政府仍在不亦樂乎地

摸Ò石頭但卻不過河，於是，

「不確定、時間漫長和曲折」變

成一種耽延民主改革的藉口。

鄧軍　上海

2012.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