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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与阿拉伯哲学——用中世纪启蒙否定现代启蒙

⋯⋯⋯⋯⋯⋯⋯⋯⋯⋯⋯⋯⋯⋯⋯⋯⋯马克拉姆·阿布 著(1)

马胜利 译

本文严密地考察了施特劳斯的“中世纪启蒙”概念，着重论述了阿拉伯哲学在

施特劳斯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文中还强调了施特劳斯对于阿拉伯哲学所做的

分析的关注点以及这些分析所产生的张力。作者认为，施特劳斯卷入古人与现代

人之间的争论目的在于表明，中世纪哲学不可简单地被划归为调和哲学与宗教的

努力。某些阿拉伯哲学家的观念是通过施特劳斯的哲学发展显露出来的，并且决

定了他对迈蒙尼德和柏拉图的解释以及他反现代的立场。然而，从根本上讲，施特

劳斯的“中世纪启蒙”观念仍是含糊不清的。这个启蒙是主张维护信仰以及理性

还是表达了一种无神论或假冒的唯物主义?

伊斯兰：一个民主的对话者?——确立全球民主概念⋯⋯⋯⋯⋯⋯⋯

⋯⋯⋯⋯⋯⋯⋯⋯⋯⋯⋯⋯⋯⋯⋯⋯··苏马亚·梅斯蒂里 著(24)

陆象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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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力求表明，阿拉伯穆斯林传统中固有的民主胚芽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能结

出果实。作者首先赞成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被神秘化的西方特定遗产罗马共和进

行重新挪用。其次，她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某些著述中或多或少明确地表现出的

一种特定的后现代民主观做了辩解。鉴于某些关键概念被修正，某些偏见被拒斥，

强调穆斯林为构建一个全球民主概念做出贡献的条件与和解似乎是可能的。

被遗忘的《古兰经》文化⋯⋯⋯⋯⋯⋯吉贝尔·格朗吉约姆 著(38)

马胜利 译

本文意在让读者关注某些有关《古兰经》经文的例子，也就是说，当从字面意思来考

证这些经文时，它们似乎与传统穆斯林护教论未予承认的语言和文化有关。这些语言和

文化可能是护教论者在其论说中所排斥的援引来源。事实上，尽管传统解经往往将《古

兰经》的援引来源只局限于阿拉伯语言，以充分保证其自身的本真性，但是经文还是显露

出一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从而证明了其来源的丰富性。在追寻这种对外部语境影响的

压制中，作者着眼于三条进路：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前伊斯兰文化、犹太和基督教文化以及

希腊文化。这些有意不予承认的语言，这些遗忘的习俗，对于理解《古兰经》的某些经文

是有极大帮助的。

伊斯兰的“黑马”⋯⋯⋯⋯⋯⋯⋯⋯⋯⋯⋯阿卜杜努尔·比达尔 著(53)

陆象淦译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是否可以被视为伊斯兰世界未来的“黑

马”。作者认为伊斯兰文明目前陷入一种道德、社会、思想和精神停滞状态，西方的穆斯

林有可能以一种出人意料和预见不到的方式给伊斯兰文明带来进步和拯救。作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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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个体和人权概念，讨论了如何能将伊斯兰与西方传统聚在一起。神的概念在这

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中尤其参照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的著作就此进行了讨

论。

儒家政治及其矫正：从激进主义到渐进主义⋯⋯⋯⋯⋯陆建德 著(80)

杜鹃 译

本文涉及儒家思想在中国当前的复兴。文章分析了这一复兴的政治问题及结果，

强调了儒家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作为治理的科学与艺术以及公共伦理的可能缺陷。它

回溯了孔子与孟子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展示了20世纪政治中的儒家思想成分如何塑造

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及政治氛围。革命与改革的方向之间的张力贯穿于上个世纪，仍在

当前的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并反映在政治辩论之中。

在同一天空下：一种来自中国的新世界观⋯⋯⋯⋯⋯⋯⋯⋯⋯⋯⋯⋯⋯⋯

⋯⋯⋯⋯⋯⋯⋯⋯⋯⋯⋯⋯⋯弗朗切斯科·西希(谢郗士) 著(95)

李红霞 译

本文是关于目前中国政治哲学中新普遍主义趋势的地理政治学暗示。论述了中国

哲学如何得以帮助克服有关文化间关系的“冲突”理论。作者强调，中国在本世纪不断

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作用迫使中国要发展一种真正全球的世界观传统，并对赵汀阳的天

下哲学作为这种新普遍主义的一个范例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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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生物技术科学：哲学中的性别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苏珊·莱托著(107)

萧俊明 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科学在哲学思考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本文阐述

了对当今哲学中的性别研究构成主要挑战的三个理论构型，因为每一个理论构型都以

其自己的方式对讨论生物技术科学在政治领域和性别理论领域中的意义制造了障碍：

首先是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其次是应用伦理学范式；再次是在关于生物技术科学的

哲学讨论中重新激活的哲学人类学话语。在本文结尾部分，作者提及了未来将落在哲

学中的性别研究头上的几项任务。

社会性别对于宗教研究的影响⋯⋯⋯⋯⋯⋯⋯⋯⋯莫尼·乔伊著(123,)

陆象淦译

宗教研究涵盖了许多研究领域，因此宗教中对于社会性别的探讨不是同质的。本

文审视了20年来对于“社会性别”的不同用法。文中指出，尽管这个词没有一个单一的

定义，但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术语对妇女阐述其对平等待遇的要求以及提出有关完

整和身份的新诉求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民主与共和：社会斗争中的包容与欲望⋯⋯⋯⋯⋯⋯⋯⋯⋯⋯⋯⋯⋯⋯⋯

⋯⋯⋯⋯⋯⋯⋯⋯⋯⋯⋯⋯⋯⋯⋯雷纳托·雅尼内·里贝罗 著(137)

萧俊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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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证的是，包容观念与其说与共和传统有关联，不如说与民主传统有关联。通

过分析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和意义，作者认为民主关联于欲望，共和关联于意愿(和欲望

的表达)，并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北大西洋政治传统未能赋予欲望一种关键角色，所以民

主要想克服它在全世界各地所遇到的困难，就应该更多地考虑欲望以及欲望所突显的

社会斗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哲学战略⋯⋯⋯⋯⋯⋯⋯⋯皮埃尔·萨内 著(149)

贺慧玲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跨部门哲学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1)

贺慧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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