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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集评之三十九：《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2006年1月14日    来源:论坛主题 

新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作者：未知    新闻来源：新华网    点击数： 53    更新时间：2006-1-9 【哲学在线编辑】

  对智慧或理念之爱，同样也是一种欲望，一旦哲人掌控不好，并带着爱欲进入政治生活，那走火入魔也就指日可待了 

  公元前368年，柏拉图应叙拉古的僭主戴奥尼素之邀，就有关公正的国家观念和公正的社会秩序问题，向这位年轻的暴君传授他的思想的基

本原则。结果柏拉图和他的朋友遭受了种种磨难，不仅他的思想没有丝毫改变城邦生活被僭主暴政左右的命运，“重回叙拉古”也成了柏拉图时

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热情与幻灭的代名词。 

  马克·里拉的这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涉及了从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到福柯、德里达等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哲人，本

书通过个案研究的手段，探讨20世纪欧洲的“叙拉古现象”——一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

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暴政统治。作为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马

克·里拉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角度，游刃有余地将这些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脉络与20世纪壮阔的政治历史相结合，使这本书更像一部适

合非学院读者的浓缩版现代政治思想史。 

  书的后记“叙拉古的诱惑”清楚地指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知识分子产生亲暴政思想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为此马克·里拉考察了多

种角度。首先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观念史来看，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暴政特质的启蒙运动与以弥赛亚情结为代表的宗教狂热，虽然可以分别与极权统

治图景重合，但启蒙本身就是与宗教传统的疏离，在解释同一种现象时这两种观念互相排斥、无法并存。 

  其次，考察欧洲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史，基本上可以分为具有浪漫献身精神的、背负着特殊的“普遍性”的法国德雷福斯知识分子，

和具有笛卡儿式理性主义、“非政治的”德国知识分子。雷蒙·阿隆指出：萨特在二战后无情地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所做所为并非出于偶然，而

是天真的对“权力”的“人文”反抗，是一种真正的虚无；哈贝马斯则指出德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其对精神内在性的迷恋和非政治的立场，生

活在虚幻的知识世界中，正是这些幻想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将纳粹暴政看作“精神和文化重生的开端”而加以投入。然而在马克·里拉看来，方

向迥异的两种解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欧洲来说都不能成立。 

  天才哲学家科耶夫早就意识到：“远在2400年前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其实是一切事情的源起与答案”，马克·里拉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古希

腊，书的后记试图以柏拉图三入叙拉古喻示这些思想家对极权主义和暴政视而不见的根源。柏拉图一再地相信至高无上的力量爱欲（eros）终会

将戴奥尼素引向哲学之路，往复三次最终还是归于失败。柏拉图就此作出了反思：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策力，爱欲既可能将人带入哲学王的最

高境界，也可能带入僭主的最低境界。正是爱欲这种既能指向至善又能指向大恶的特别之处，才能解释“哲学家在世俗政治中的危险性正是启发

了他的哲学思考的同一种激情”。 

  由此得以解释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们的存在：海德格尔将普遍同质的国家看作“恶魔”、毁灭精神世界的撒旦，他不顾一切挽救形而上学，正

是为了挽救失去理念的欧洲；科耶夫则在洞穿了哲人之死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之后，转身投入对欧共体的设计，企图建立一个拉丁帝国

（Latin Empire），以防止技术同质化的国家对欧洲理念的毁灭。而哲人这种对虚无主义具有使命感的排斥，却恰恰支持了暴政和极权。 

  古希腊人认为爱欲是宇宙的原动力之一，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更直接说哲学就是爱欲。哲学家一旦走火入魔受了爱欲的驱使进入政治，

支持极权以百姓为刍狗也许是必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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