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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先生其人其学

也会评论贝氏“过于真诚因而轻信”(the flip side of sincerity is credulity)。当然，西方学术界亦有

不少从学术本身逻辑出发的真诚而理性的于比评。例如，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要从中国古代

儒家找寻理论资源，而不是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传统中汲取智慧?贝淡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

个对儒学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其政治理论是不是真的奠基于纯粹的儒学传统之上?现实中的中国

真的是一种贤能政治模式，抑或只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之幻象”(an imaginary of China)?贝淡宁

满眼所见皆为所谓“贤能政治”之长和竞争性选举民主制度之短，这是否公允?将两者进行比较，

会不会无异于“将苹果与橘子相比”(compares apples and oranges)?就算贤能政治作为一种理想

是可欲的，在如何推动当下中国采取其政治模式相关主张这一问题上，可行的路径究竟何在?等

等。

黎安友教授对贝氏的批评是很有力的，亦即他过于聚焦人才吸纳(recruitment)而忽略了权

力运行(exercise ofpower)，对作为“道德精英”(moral elite)的贤能陈义过高，而忽视了实际政

治可能对其德性带来的扭曲。以言其人，贝先生堪称不可多得的敦厚淳良的真儒者(虽然他未必

是通常意义上的“儒学研究者”)，但其人之善或许导致了其学之“善”，亦即对于人性之善作了

过分乐观的估计，缺乏张灏先生所言的那种“幽暗意识”。黎安友教授说得颇为俏皮而中肯——

“如果人皆为老贝，世界将变成更好的人间(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if everyone were like

Bell)!”钱穆先生曾对选举制度提出“古今中外”“一切政制所不能背”的“两大义”：“一、在

求如何使贤能登进。二、在使贤能既踞高位，不致滥用权力以假公而济私。使能达此二境，此即

为一种好政制。”贝先生于前者用力颇多，但对于后者的阐发，似乎还留有余力。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为“刺猬型”与“狐

狸型”两类，“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狐狸持多元论，刺猬则是一元论者”。

笔者曾问及依此框架贝先生如何自我看待，他认为自己更像一位“狐狸型学者”，对各方面学科知

识、学术理论、文化背景及重大现实议题均保持开放而谦逊的心态，而诸如“论合理的等级”“谁

是中国人”“比较政治哲学”“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等话题，均会成为其今后的著述对象。但稍事

思忖，贝先生又抗议道：不对，我不适合这个框架，因为它的大前提错了，我不是“西方”学者，

因为“人人都能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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