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六尧七十年代袁知识界

历经了从野传统主义时期冶到野行为主义时期冶的发

展袁知识观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袁起初是人文话语与科

学原则联手铲除宗教观念, 随后是科学原则对人文

话语的放逐遥 在科学原则逐渐取代人文话语的同

时, 野科学的冶政治学和行政学代替了政治哲学袁并
使之陷入知识合法性的危机袁 这反映了在自然科学

话语体系面前整个人文学科话语体系的衰落袁 这种

据说是精密的尧实证的尧客观的知识原则最终将人文

学科驱逐出去袁科学主义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遥人文

话语权被边缘化的后果就是院 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

价值性的诉求袁均因其不可通过实证知识而验证袁被
贬斥为野非科学的冶或野非理性的冶知识[1]遥

一尧政治哲学的复兴

政治哲学的复兴袁是理论的呼唤袁更是实践的需

要遥康德早就说过袁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仅仅作为

手段袁但是袁面对上述被技术化尧被实证化得面目全

非的世界袁人怎样回到目的本身钥人生命的目的是什

么钥 怎样实现这一目的钥 对于这些困惑袁我们有必要

重新诉诸哲学遥
在宗教信仰权威被摧毁后袁 怎样平衡经验与理

性尧真理与价值尧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钥 生活意义

应如何指引现实世界袁 科学理性该如何限制理想世

界袁进而避免这种野合理化冶的科学理性成为独断的

意识形态钥陈晏清教授指出袁只有哲学保持着对理性

自身的反思袁捍卫着知识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遥而政治

哲学正是在人们对哲学的这种期望中重新登场遥 他

认为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引发了政治哲学的复

兴袁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尧增加了风险和危

机袁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袁必须依赖当代政治哲学解

决上述问题[2]遥
针对陈晏清教授的看法袁孙正聿教授提出袁物质

文明尧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依存遥自由尧平等尧公
正尧权利袁体现了个人尧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袁
对规范当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价值遥 作为时

代性哲学的政治哲学袁 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

十年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研究述要

李 兵袁姜素萍

渊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尧公共管理学院袁云南 昆明 650000冤

摘 要院政治哲学已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遥在对 2006 年以来政治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

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袁分别从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尧政治哲学的界定尧论争的主要问题以及由此

展露出的研究理路和发展趋势作出概述和分析袁以期把握脉络尧发现问题袁为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厘清

思路遥
关键词院政治哲学曰研究述要曰研究进路

中图分类号院D 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7冤04-0077-06

收稿日期：2017-04-06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野政治合法性的缘起尧困境与出路要要要兼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

治哲学基础冶渊15KT208冤
作者简介：李兵袁哲学博士袁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尧政治哲学研究曰姜素萍袁云

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袁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遥

第 34 卷 第 4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4 晕燥援4
圆园17 年 7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Jul援 圆园17



一遥中国哲学界对政治哲学的关注袁实质上是对人类

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尧 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的关切, 政治哲学亟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袁 从理论上来回答重大的现

实问题[3]遥
现代西方国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社会秩序和价

值观念袁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也遭遇了巨大的政

治生活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 如何建构政治哲

学就成为研究者的重大使命遥衣俊卿教授认为袁当代

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转变是从宏观政治哲学到

微观政治哲学遥 传统的宏观政治哲学研究囿于宏观

的视角和局限袁受追求普遍性知识尧思辨理论哲学或

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袁 容易形成比较空泛的理论呼

吁遥我们应当透过微观政治现象袁关注微观权力结构

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袁 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统一

的政治哲学范式[4]遥
郁建兴教授对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

了概括袁指出政治哲学在人物研究尧研究主题尧理论

资源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关注袁 马克思主义政治

哲学也取得相应发展遥 他用回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

独特特质作为呼应政治哲学复兴这一事业的开端遥
他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袁 马克思政治哲学不

是对现存国家政治秩序的简单否定袁 不是为了寻求

现存政治秩序的社会正义遥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未完

成的袁需要后人对其在当代的可能性进行补充发展遥
学者们不能仅仅从典籍和原著中考证寻找袁 还应该

灵活应对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袁
结合社会科学相关理论袁积极回应当代现实问题遥

二尧政治哲学的界定

提出野什么是政治哲学冶并试图进行回答袁是非

常困难的袁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遥但只有对这一

问题进行思考并给出界定或进行探讨袁 才能真正进

入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遥在相关研究中袁有影响的政

治哲学观不胜枚举袁 在这里仅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进

行概括遥
姚大志教授认为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袁 涉及政

治的价值尧 制度和理想遥 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基

础袁决定了政治制度遥 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袁
研究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袁 继而提出政

治理想[5]渊P1-11冤遥
韩水法教授诠证了政治哲学是构造和确证人的

基本社会行为规范袁确定社会基本善品分配原则袁即

正义原则遥政治哲学研究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袁对
应的价值观念袁及其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袁不
同的政治哲学学派的观点和相关方法论[6]遥

陈晏清教授提出袁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的内

在本性的反思袁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袁对
政治事物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活动的应然规范遥 政治

哲学通过研究政治事物特征的内在本性尧 政治评价

的基本准则袁寻求政治事物的终极价值[2]遥

三尧政治哲学问题之争

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处于支配地位遥
罗尔斯叶正义论曳的出版袁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

兴袁成为了研究当代政治哲学新起点遥 20 世纪下半

叶以来袁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内部尧自由主义和其他派

别之间掀起了重大又激烈尧 深入且持久的罕见的争

辩遥作为重要的当代学术背景袁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

相应围绕这一争论展开袁 学者们也将介入此论争作

为开启新的学术领域的切入点遥

渊一冤自由主义内部之争

自由和平等是政治哲学最受重视的政治价值袁
现代政治哲学经霍布斯尧到洛克和卢梭尧再到密尔袁
可以说基本解决了自由问题袁 但是却把平等问题留

给了后人遥当代的自由主义主要有两个派别院一派以

罗尔斯为代表袁被称为野温和自由主义冶或野平等主义

的自由主义冶曰一派以诺奇克为代表袁被称为野激进自

由主义冶或野极端自由主义冶袁其他自由主义派别可以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定位遥
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理论称为 野公平的正义冶袁

意图兼顾自由与平等袁坚持野平等的自由冶尧机会均等

和野差别原则冶遥 在对社会基本善的分配中袁当平等

和财产占有权发生冲突时袁 罗尔斯强调平等的优先

性袁诺齐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罗尔斯的遥诺齐克

构建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理论袁 对罗尔斯等

人的分配理论进行批评袁认为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

犯冶袁人们合法持有的权利是不能侵犯的遥对此袁龚群

教授指出袁诺齐克忽视平等的重要性袁忽略社会合作

中的协调正义的重要意义遥罗尔斯关注社会公平袁重
视保护弱者的权利袁 认为基本善的分配应有利于最

不利者曰诺齐克无视人们在智力尧家庭尧机遇等方面

的差异袁而抽象地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袁必然存

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7]遥
罗尔斯强调平等的自由原则的优先性袁 但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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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原则脱离了古典自由主义 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

犯冶基本原则遥按照差异原则袁安排和调整分配制度袁
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遥万俊人教授称袁诺奇克抱

怨罗尔斯放弃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冶信条袁平等

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个人天赋

的权利袁助长强势国家和政府袁违背自由主义的社会

价值遥罗尔斯指出袁任何对公民个体权利的规范和约

束袁 不是由政府提供袁 而是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设

计尧选择尧安排和合法运行来提供[8]遥
姚大志教授将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主要理论分歧

归纳为三点袁程序主义尧分配正义和平等问题袁分歧

焦点是差别原则院 罗尔斯以平等的价值来支持差别

原则袁诺奇克用权利来反对差别原则遥罗尔斯的差别

原则得到了道德直觉的支持袁 诺奇克以个人合法权

利维护社会不平等袁没有关心社会处境最差群体袁难
以使用这一武器反驳差别原则[9]渊P111冤遥

徐友渔教授表明袁罗尔斯的叶正义论曳具有里程

碑意义,但并没有成为人们只能仰止的高山遥 与其针

锋相对的诺齐克的叶无政府尧国家与乌托邦曳袁围绕

野个人权利冶 建构了一个观点新颖尧逻辑严密的政治

理论体系遥诺奇克批评了罗尔斯的野分配正义冶概念袁
认为分配正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袁 他认

为正义原则是持有的正义袁不是关于分配的正义遥在
分配正义原则上袁 诺齐克质疑罗尔斯分配要向弱势

人群倾斜的理由袁认为财富尧收入的分配应基于转让

的合法性而不是人们的德行袁 才智较差的人与才智

较高的人应从合作中平等地得到利益[10]遥

渊二冤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

的主流袁 社群主义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

起来并逐渐壮大成为其最主要的挑战者遥 正义和共

同体都成为了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袁 自由主义和社

群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遥
应奇教授从正义和德性的关系入手袁 考察了自

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袁野正义要要要德性

之辩冶 是贯穿于两者争论中的重要论题遥 新自由主

义奉行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袁 正义是保障个人权

利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规则遥 社群主义批判了新自

由主义的正义优先观点袁指出实现正义优先袁首先要

保障正义的环境袁 其次保证正义相比其它德性的优

先地位遥 正义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并非是绝

对的和自明的袁而是有条件的遥 在提供这一论证时袁
自由主义面临两难的选择袁 他们没有看到正义的限

度袁充其量只是一种野补救性的德性冶[11]遥
俞可平教授表明袁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称为野新个

人主义冶袁社群主义则可以被称为野新集体主义冶遥 在

方法论上袁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的野原子主义冶袁社
群主义则更重视野社群冶袁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把一

切复杂的历史事件尧 政治行为和社会问题简约为个

人行为的逻辑袁 社群才是理解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

制度的基本变量遥在价值观上袁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

利自由尧平等袁而社群主义则强调集体权利袁关注公

共利益[12]遥
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是极具冲击

性的袁他们对正义原则的可普遍化提出了质疑袁也对

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理论提出了挑战遥 他们坚信正

义无法成为绝对真理袁不同时代的正义原则不同袁没
有超越社会尧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正义遥万俊人教授认

为袁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关于正当优先于善的质疑

是非常有意义的遥他对此进一步做了补充袁指出正当

优先于善的主张确实面临很多问题遥 正当优先于善

的政治正义不是超道德的袁考证一下相关的家庭尧国
家和社会的理论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社群主义袁
伦理优先于政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袁 超道德的政

治不可能也不可求的袁 纯粹的政治正义无法解决政

治哲学中所有问题[8]遥
姚大志教授对两者的争辩做了精炼的评判遥 首

先袁社群主义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袁批评了自

由主义内部为维护其霸权开展的虚假争论遥其次袁社
群主义迫使自由主义的自我辩护方式更为合理遥 再

次袁 社群主义者促使罗尔斯反思和修正了其正义理

论袁即后期的野政治自由主义冶遥 最后袁社群主义与自

由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袁 对自由主义没有实质意义

的批判[13]遥

渊三冤自由主义与其他派别之争

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不仅有社群主义袁 还有

其他派别院共和主义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尧当代功利

主义尧 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等遥 这里只对共和主

义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归纳阐释遥
1.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重新兴起袁80尧
90 年代形成气候袁他们试图通过对自由观念的解释

来挑战自由主义袁自由是其最重要的概念袁共和主义

把自由当作最重要的善遥 共和主义明确提出肯定性

的共和主义理论袁并且用这种理论来挑战自由主义遥
对当代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问题袁 刘训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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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持一种审慎温和的态度遥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来看袁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补充袁 自由主义借用

了大量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袁 但在国家权力上与共

和主义产生了分歧遥 刘教授说有些共和主义者为了

批判自由主义袁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袁将
野共和主义的复兴冶视为一种批判资源袁没有意识到两

者的传承和互动关系遥这种论断可能会忽视自由主义

自我调整的能力袁也容易忽视共和主义的局限[14]遥
徐友渔教授跟刘训练教授持相似的看法袁 他借

助金里卡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遥 金里卡认为自

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袁 在哲学上不

要过分强调二者的差异袁否则在政治上会起反作用遥
徐教授认为金里卡这一观点是有分量的袁 不要看到

双方争论就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袁忽视了它们的内在

联系遥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间有差别也有联

系袁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共同点远大于分歧[15]遥
万俊人教授则认为共和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罗尔

斯的正义理论构成严重挑战遥 共和主义者主张完善

的政治目标遥 野好的国家政治冶和野好政府冶不仅意味

着政治正确或政治正当袁 也蕴含着政治伦理意义上

的野善治冶和野完善冶遥在政治哲学方面袁共和主义与自

由主义分歧在于袁 前者的政治伦理是寻求政治的道

德基础袁追问政治伦理的价值目的论根据[8]遥
姚大志教授着重分析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理论

的差异遥 由于社会传统的不同袁两人在思想性质尧理
论语境尧理论主题等基本思想上存在差异袁在民主尧
政治自主和程序主义等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上也有

不同袁这种不同既产生于尧也同时在产生着欧洲社会

与英美社会的不同[9]渊P458冤遥
2.自由主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理

论袁20 纪 70 年代以来袁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尧结
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传统学说趋

于没落袁 以柯亨和罗默等为代表人物的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逐渐得到认可遥
李旸教授认为袁 占据话语主导权的自由主义竭

力辩护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驳

了这一正当性袁 基于自由和权利的规范价值批判资

本主义的非正义袁 从平等出发批驳资本主义制度的

正当性遥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损害了自由和平

等袁强迫劳动侵蚀自由权利袁分配不公损害了平等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袁对
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16]遥

段忠桥教授分析了柯亨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

判袁指出野在一个分配正义占优势的社会中,人们在

物质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大致上是平等的冶 这一命

题袁 没有论证正义社会的特征是基于刺激的不平等

和正义的不平等的正义性[17]遥 野差别原则只适用于社

会基本结构冶袁反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局限性[18]遥 罗

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也混淆了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

和基本的正义原则袁忽略了两者产生方式的差异[19]遥
姚大志教授认为袁 在与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交锋

中袁 柯亨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批评当

代各种自由主义袁 站在当代理论的前沿来发展马克

思主义袁 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些任务遥 在姚教授看

来袁 罗默用以与自由主义抗衡的优势平等分配正义

理论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院首先袁优势是

由什么东西构成的钥其次袁我们如何明确区分开环境

和责任钥但是袁罗默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哲

学家[5]渊P206-239冤遥

四尧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

2006 年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袁大致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袁 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

地看到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和发展趋势遥
第一袁 政治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

热点袁这一方面是理论本身的研究价值所需袁更深刻

的根源在于所谓野现代性问题冶或野现代性危机冶袁正
是这种危机感促使学者们对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进

行审查和反思遥
马克思曾在叶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导言曳中明确

提出院野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袁 历史的任务就是

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遥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

揭穿以后袁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袁就成了

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遥于是袁对天国的批判

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袁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袁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遥 冶[20]中国近现代以

来袁当野君权神授冶被赶下神坛之后袁政治国家与市民

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取代了君权世界与民权世界的

冲突遥 野自由尧平等尧博爱冶至上的政治信念逐渐放逐

了野三纲五常冶为等级秩序的传统观念遥 这一过程中

折射出的野现代性危机冶袁反映了人类的总体生存困

境遥 政治哲学通过对政治事物本性的反思来理解人

类生存和世界本性袁 政治事物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场

域袁也是思考人生和世界最大问题的切入视点[1]遥
第二袁以自由尧平等尧正义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袁

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袁 也是当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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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及国家的正当性的基础遥 自由主义的 野特殊

性冶和野先验性冶不能完全成为指导和衡量中国的标

准遥
慈继伟教授讨论了正义的道德心理学和政治心

理学袁 揭示了自罗尔斯以来英语学界规范性正义理

论的限度院 现代社会很可能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有

充分理由同意的正义制度袁 更不用说所有人实际上

都会同意的正义制度遥野共识冶的信念很有可能只是一

个善良预设甚或意识形态的预设袁武断地把对部分人

更有利的制度看成是对所有人都普适的制度[21]遥 在万

俊人教授看来袁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

理论缺乏正义动机理论袁 正义制度实践运作过程缺

乏公共政治伦理和理论遥 只有实现了制度设计和选

择及其正义运作袁社会的正义才具有可行性[8]遥 姚大

志教授也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理想的理

论袁但是实践中还须考虑所处的历史背景袁分析其可

行性[22]遥
第三, 国内的政治哲学积极回应不断加速的全

球化进程中所凸显的 野古今之争冶尧野全球正义冶尧野分
配正义冶等新议题袁这些议题吸引了来自哲学尧政治

学尧社会学尧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袁对社

会发展的一些理念尧模式尧路径等的论证袁促进了作

为一种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发展遥
西方社会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袁 比较典型的

是古典与现代的差异遥 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重启

了野古今之争冶袁 认为古代哲人智慧的丧失是野现代

性危机冶的原因袁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不应是智

慧追求的起点袁人类需要回归古典世界遥在古典与现

代不同的路径中袁斯特劳斯尧施米特和布鲁姆等保守

主义者强调传统价值观和全能的政府袁否认自由尧平
等尧正义尧民主和法治袁将当代自由主义作为主要论

敌袁从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尧传统或超验价值观的角

度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权利[23]遥
近年来袁全球正义研究充满不同争议袁国内的学

者阐释了自己的全球正义观遥 顾肃教授和刘雪梅教

授从罗尔斯的叶正义论曳与叶万民法曳在正义理论适用

对象和范围上存在的差别入手袁 针对这一理论上的

不一致导致的看法和批评袁 重新阐述了罗尔斯本人

的简要答辩袁以期从中得到重要的借鉴意义[24]遥 刘莘

教授指出叶万民法曳过分依赖于国家主权体制的历史

成规而使罗尔斯本人偏离了整体主义的全球正义

观袁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多元社会的稳定性问题袁但
他为公共理性的辩护却无法纳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和

政治哲学体系[25]遥 龚群教授则认为袁针对全球贫困问

题袁在最大化效益原则方面袁把每个人作为道德考虑

的终极单元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袁 体现的彻底

平等主义却不如功利主义[26]遥
随着罗尔斯正义论影响的逐渐扩大袁 探讨分配

正义的论著开始明显增多袁而近年来讨论尤为激烈袁
这里重点关注一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场争辩要要要姚

大志教授和段忠桥教授的商榷遥 姚教授首先表达了

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袁 提出了分配正义的

原则袁段教授就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袁并对姚教授分

配正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遥自 2011 年至 2015 年袁两
人你来我往四个回合袁 推动了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

和深入研究遥最终袁姚教授以一篇叶论分配正义曳对所

有的评论做了回应袁 重新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了一种

更清晰的阐述袁 指出分配正义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

的关注和批评袁 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心恰逢

其时遥
第四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正日益受到重视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更多地关注遥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袁20 世纪末以来国内的马克思

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袁 但对这一

领域研究不仅要探讨一些野基础性冶问题袁还需要随

时代的发展继续深化遥
陈晏清教授指出袁要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袁

进而归纳出能够反映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尧 规范当

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袁 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政治哲学袁 推动社

会秩序的政治建构[2]遥 孙正聿教授认为袁政治哲学的

的基础性工作是探讨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前提

性问题和对其理论资源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的理

论分析遥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领域袁实现

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野互补冶和学者之间的

野结盟冶袁 是一个重要野前提性冶问题遥 建构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还需要考察其理论资源及研究范式院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袁 结合中国传统解释当代重

大现实问题袁 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及其研究

范式袁反击西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诘难袁重构中国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路径[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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