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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 6不仅是孙关宏先生从事教育和科研 45年心得体会之结

晶,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路径。

孙关宏先生从 20世纪 60年代初从事马列主义教育到后来政治学的学术转变轨迹, 其实可

以作为中国政治学科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政治学在 1952年之前有过短暂的存在, 随后

就效仿苏联中断。直到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等研究需要赶快补

课的指示之后,中国政治学得以恢复。随后, 许多高校 (包括复旦大学 )招收了政治学专业的本

科生。孙先生就是新中国政治学恢复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之一。

孙先生用心完成的这本著作,每一个专题都紧密联系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其内容大致包

括如下三方面:一是对政治学一般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解。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出发, 作者重

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以及国家、阶级、利益集团、政党、人民等政治主体的概念与内涵。此外,作

者还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民主、意识形态、政治发展

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为指导,但作者不囿于原有的

结论, 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以下略举一二例:根据马克思主义, 作者强调了社会是国家建

设的决定性力量,国家的性质和任务根植于社会并在社会中才能得到解释, 反之亦然,社会并不

是一个被动的受动者,而是考量国家建设成败的决定性要素。目前中国所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0的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其次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和谐。此

外,中国在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处理一些结构性要素, 如民族的认同和整合、人民

的忠诚和支持等。作者还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现代政治体系的构建和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对立性、虚幻性、非理性论证以及强大的动员功能。作者总结了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的变迁。指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政党化、国家化、制度化、神圣化、虚幻化等特

色。二是对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与评析。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 /文革 0结束及

改革开放以来才从革命性阶段发展到建设性阶段, 而中国政治也正从以斗争和运动为特征的传

统政治,向以秩序和建设为特征的现代政治转换。以几十年的研究与教学为基础,作者在书中涉

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类现实问题。诸如从公共权

威的视角考察公共权威的根源及运作,以及对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0的认识;从民主政治的视角

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政治过程; 从政治发展的视

角,主张联系中国近代史, 从宏观角度用文明转型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认为自由、

平等、民主、法治中的自由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最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对中国政治中的一些

负面现象进行了反思与评论。诸如对认为政治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 /泛政治观 0的危害与影响
的透视。对中国民主的演进与不足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腐

败与官僚主义的评析等。三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思考, 也即作者贯穿全书始终的是对中国政

治学研究的 /科学性0与 /人文性 0的倡导。作者始终认为中国政治学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的融通。科学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成熟的基础,而人文精神即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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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是作为学科的政治学在发展中务必蕴涵的一种终极关怀。

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演进进程不但科学精神有所欠缺,人文精神更多有不足。中国政治学研

究走向科学,还有相当困难。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作者建议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加强研究者

个人人文修养,加强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结合, 并要避免目前中国学术界所弥漫的 /轻浮躁动、追

逐功利 0的气氛。

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进行理论总结的著作,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

是政治学教材类,大多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为起点或基本框架。出于教材的

多方兼顾性,这类著作多为基本原理类分析与介绍。二是翻译引进的西方政治学经典以及一些

青年学者所从事的相关研究。而孙先生的这本书则属于第三类,即非教材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治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的政治学。它力图以中国的现实政治为背景,以中国政治发展为线索,

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进行新的梳理和重新理解。

诚然,这本书的魅力不仅在其丰富而切实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在如下几方面独具特色:

一是勇于直言。孙先生做人的原则是 /淡泊名利,注重真情 0, 并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最

重要的是要讲 /真 0字。一生都在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是作者的偶像。所以作者只求在书中 /力所

能及地向读者表达一些感悟,说一些心中真实的思想和认识,同读者作一次心灵的交流0。二是

有独立主见。本书正文部分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作者在不同刊物上的发表文章、在学术讲座或研

讨会上的发言、给研究生的讲稿内容以及为学生博士论文出版所写的序言。每一部分作者都有不

少独立主见,尤其是讲稿及为学生出版论文所写序言部分,文字虽略显口语化,但却通俗易懂,并充

满作者的独到见解与思想火花,是作者对中国政治和政治学反复思考的凝练。三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作为新中国恢复政治学以来政治学者, 孙先生先后主编或参与编写了 5政治学概要6、5邓
小平政治思想研究6等十数本著作并发表了许多文章。然而, 这却是孙先生为学四十余年一本

个人专著,因而本书所选内容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几乎囊括了作者所有最有价值的思想与认

识。而书后的附录,如 1982年 /关于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的汇报 0以及讲习班学员与授课

老师名单等都是首次发表的有助于研究中国政治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当然,也不是说本书全无不足。比如对中国政治学的理解和界定方面, 究竟是中国的政治

学,还是中国政治的政治学? 似乎还有不够清楚的方面。前者可能更多是中国学者对政治学的

研究, 后者更多是对中国政治的科学回答。还有,作者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探索, 但本书显然人文

思考更多,而科学主义的探索相比之下有所逊色,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和人文观

点有机结合略显不足。但无论如何, 5中国政治学: 科学与人文的探索 6一书不仅有助于我们透

视中国政治的发展,而且也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古人云:书犹药也,善

读可以医愚。而笔者认为这本书正是为政与为学都可借鉴的不可多得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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