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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于2001年5月6日至7日在广东省肇庆市,联合召开了
“政治哲学理论视野与基本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现将主要观
点综述如下: 

关于研究政治哲学的意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中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一门学科,是
政治学借助于哲学的全面渗透,达到向哲学意境的全面提升,从而实现对政治内在本质的一般法则超验的
普遍性的认识。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以来,无论在总量扩张还是新质飞跃方面,均有不少创见和积累。但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亟需从新的高度,综合运用哲学从总体上进行提炼、抽象、升华;使我国的政治学具有
较高的理论层次和学术层次。与会专家学者还认为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都是
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哲学在整个政治学中具有基础和指导的作用,它的研究
水平和发展状况,标志着整个政治学的发展水平,同时它对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和社会整合,具有无可替代
的功能和价值。在新的世纪,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分析,都需要借助于哲学所固有的超越感性表象的理性抽
象能力,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导向性的政治哲学的理念、政治哲学的认知。 

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建设。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哲学要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当有一套完
整的学科体系,也就应当有自己明确、独特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边
界划分、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政治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却
不尽相同。对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不宜归类为哲学的学科范围,政治哲学和哲学
是两码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仍应归于哲学的学科范围,因为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与哲学的交
叉学科,其研究具体对象和问题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密切相关,但最终仍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因为
它要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有的学者提出,政治哲学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价值哲学,一个
是政治知识哲学,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有的学者则提出问题: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应
当互相区分,还是三者可以等同? 

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是
一种追求先验政治或有纯粹真理的整体性的知识体系,它的宗旨在于探求政治事务的性质或理性的政治制
度的建构。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厘清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这些判断及推理,构
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有三个:对政治事实的规范描
述、政治因果关系的陈述、政治价值观念的论述。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对促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当有重要意义。这样的研讨会要继续举行,
争取每年举办一次,以便把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2003-7-17 10:50:00 点击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