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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荀子、引人才

除了为学院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贝淡宁还
开设了课程，专门讲荀子，课程对象是博士一年级
学生。开课时间是9月到11月，共八个星期。每个星
期由学生准备六个问题。“我们开一章，他们提两
个同意的问题，两个不同意的问题，两个不懂的问
题，提前发给我。我会按照他们发来的问题准备课
程。”

贝淡宁感觉课程效果很好，有一个问题特
别让他感兴趣，有学生想研究贤能政治与地方
政府的关系。“在贤能政治的书中写到高层尚
贤，很多山东人发现地方政府也需要贤能政治。
有一两个学生在写荀子的思想在这方面的贡献
是什么。”

除了自己讲课，贝淡宁还引进了孔新峰。
1980年出生的孔新峰，在国家行政学院执教多
年，在读研时就与贝淡宁相识，今年9月正式入
职政管学院。在贝淡宁与艾维纳主编的《城市的
精神2》中，孔新峰和贝淡宁合写了曲阜，书中贝
淡宁称孔新峰为“小兄弟”。虽然孔新峰主要研
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但他生于曲阜，还是孔
子第七十六代孙。在书中，贝淡宁这样介绍孔新
峰，“他对以儒家为中心的‘国学’，有着深厚的
温情与礼敬。”

11月20日晚9点，孔新峰刚刚结束了一堂在
APP上的网络直播课，有二三百人听了他的课程。

因为入职晚，目前他只接了一名退休教授的
课程《领导科学》，给学生讲恺撒、亚历山大、丘吉
尔、伊丽莎白、周公、管仲等。而在下学期，上报的
课程中，除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还有《论语与当代
政治》，试图从政治人的角度切入，引出具体的政
策、制度。

另外，贝淡宁还引进了研究儒学政治理论的
学者姚中秋。此外，贝淡宁自己原来的一个博士
生，明年也会进入政管学院。

一颗中国心

贝淡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理想
境界是成为“儒者”。每次出席重要场合，他都会穿
上最喜欢的中山装。在贝淡宁的三部政治学著作

《东方遭遇西方》、《超越自由民主》和《中国新儒
家》中，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
乃至东亚地区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

《城市的精神2》提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
道。当记者问曲阜是什么味道时，贝淡宁说除了干
净，曲阜还有酒的味道，因为每次去曲阜都会喝酒。

贝淡宁认为，“礼很重要，喝酒是很重要的表
达方式，如果没有酒，有时候缺乏讲义气或者是哥
们儿的精神。”酒能让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不
一定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习惯。他同学院老师交
流的方式也很“中国化”——— 请老师吃饭。

贝淡宁曾在以色列待过一个学期。他在当地
也用很“中国化”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当时他作了
一个讲座，一位教授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两人
剑拔弩张。贝淡宁正打算写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
书，但了解到这位教授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国问题
的专家。贝淡宁请他吃了顿饭，以舒缓关系。

作为一个娶了中国媳妇，在中国工作居住20
多年，又是研究儒家学说的外籍学者，贝淡宁总是
想将自己彻底融入中国的文化中，常常会按照儒
生的理念要求自己。比如每当有学生夸他长得帅，
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地耸耸肩，笑着说

“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
哪里。”

前段时间贝淡宁同山大青岛校区的留学生见
面，组织此次见面的李济时特意叮嘱留学生，“你
们都是从国外来的，院长不愿意被叫做外国人，希
望被称作中国人。”

采访中，当齐鲁晚报记者问作为外籍学者，在
中国从事行政工作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时，贝淡
宁提高了往常平淡儒雅的嗓音，“我觉得不适应的
地方，就是不应该用种族来判断谁是中国人，谁不
是中国人。儒家是用文化的概念来判定的。比如，
儒家用文化、价值观来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贝淡宁说，唐朝时，有一些阿拉伯学者，也可以参
加科举，现在则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想恢复中国天
下的核心地位，就得用文化的标准来判定谁是中
国人谁不是中国人。

噪相关链接噪

贝淡宁，原名Daniel A. Bell，生于加拿大，牛津
大学博士毕业。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任教，还在美国做过研究员。
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特聘访问教授，2006年正式
受聘为哲学系教授。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
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
主义及其批评者》等。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社群
主义及其批评者》，让其走红西方学术界，成为社
群主义领域的著名学者。

（上接A09版）

争议中的“贤能政治”
因为其关于贤能政治的论述，

贝淡宁长期处于争议的中心点。有
人为之鼓掌，也有人为他喝倒彩。

《贤能政治》英文版2015年夏天
出版，在学术界立刻掀起争论。该书
于2016年9月出中文版，译者是武汉
科技大学教授吴万伟。在译后记中，
吴万伟说此书“吃力不讨好”。他认
为，这本看似为中国辩护的书，恐怕
令西方读者讨厌，中国读者也未必
领情。因为“这本阐述中国模式优越
性的书在某些中国读者看来……不
仅不会充满感激地接受，反而会用
嘲讽的口吻说，这个‘洋和尚’到中
国‘骗吃骗喝’。”

“肯定有人不喜欢，不过大家
都很友好，我们都是学者，有不同
的观点是应该的。有不同的观点，
才会学习别人，才会有进步。”谈到
目前与院里各位老师的相处，贝淡
宁认为还可以。“我们要分开个人
的关系和思想的矛盾。如果一个人
的思想跟我不一样，大家不一定不
是朋友。”

而且，在贝淡宁口中，自己并没
有刻意为中国辩护，“我们在讨论应
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中国政治制
度，我想说不应该用西方自由民主
的理想，而应该用中国政治制度主
流价值观。”

齐鲁晚报：您多次到曲阜调研，
对儒家思想颇有研究。同样，您是社
群主义研究领域的专家。那么，您在
社群主义方面的研究思路，内在上
和儒家思想是否有相通之处？

贝淡宁：社群主义主要反对自
由主义的两部分，一是反对自由主
义的普世价值观。社群主义也有一
些普世价值观，比如基本的人权，
不应该杀无辜人，但怎么选领导、
怎么分配资源，跟不同社群有关
系，不是普世的。二是反对自由主
义太过分的个人主义。我们的生活
方式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决定的，跟
我们的社群有关系。

我第一份工作在新加坡，发现亚
洲价值观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我开始
接触到儒家价值观时，觉得很有意
思。在很多方面，儒家和社群主义很
相似，都反对太过分的个人主义。

但也有一些区别。社群主义强调
特殊主义，每个社群有自己的生活方
式、有自己的价值观，不要用普世的
价值观来判断所有不同的社群。这跟
儒家不一样，儒家还是普世的价值
观。孔子和孟子没有说我们是为了山
东或者为了鲁国，他们觉得是为了天
下。

第二个区别是，社群主义者考虑
如何深化民主，他们觉得一人一票是
应该的，但民主应该包括其他方式和
价值观。比如，他们会讨论古希腊的
民主方式，当时所有人参与政治活
动，方式很好。儒家则不一样，儒家考
虑如何把民主与贤能政治结合起来。

齐鲁晚报：贤能政治的英文表
述为political meritocracy，但meritocracy
的意思为精英主义，贤能政治与精
英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贝淡宁：中国那么大，需要一些
精英。贤能政治是在平等的机会下，
应选拔优秀的领导，有道德、有能
力、情商高。然后是怎么选拔，这是
最关键的问题。

《贤能政治》第三章讨论了贤能
政治要解决的问题，不要僵化政治
制度，这方面跟精英主义完全不一
样。贤能政治要避免滥用权力，怎么
避免腐败等等，这些是贤能政治的
问题不是精英主义的问题。

不应该用精英主义来表达贤能

政治制度，有很多误会。当然，精英
主义偏向贬义，中国认为精英主义
难听，说贤能政治好听。

齐鲁晚报：您的专著《贤能政
治》抛出了新的思考中国体制的方
式，“基层民主，中间实验，高层尚
贤”。那在中国，是如何把民主与贤
能政治结合起来？贤能政治能否复
制到其他国家？

贝淡宁：贤能政治适合中国，跟
“中国特色”有关。

一是规模大的国家才有这样的
模式。

第二，这跟中国的历史有关，孔
子修改了君子的内容，君子之前是
跟家庭背景有关系，孔子改为和道
德、能力相关。从孔子开始，大部分
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讨论哪些能力
很重要，哪些道德很重要，能力和道
德关系是什么。

第三，中国有2000多年的官僚制
度，如果要学贤能政治，就得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制度，其他国家缺乏这
样的历史，很难复制贤能政治。有一
个欧盟的朋友说，欧盟也需要贤能
政治。但欧盟完全不一样，一开始欧
盟上层偏贤能政治，下面偏民主。但
这40多年来，大部分欧洲百姓反对上
层的贤能政治制度。现在欧盟的倾
向是民主。

齐鲁晚报：儒家并没有催生中
国的现代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
程多有向西方学习的成分。那么，儒
家在当代，哪些思想能助力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能否有益于当代的政
治制度？

贝淡宁：儒家很多思想都很好。
一是贤能政治的精神，包括怎么提
拔优秀的领导，怎么培养领导。

二是反腐败建设，马克思主义对
这方面着墨很少，而儒家在这方面有
很丰富的资源。儒家尚贤，要为人民
服务，不应滥用国家资源。当然贤也
包括其他的价值观，曲阜现在在讨论
用孝的标准来评价官员的成绩，很有
意思，其他城市不会这么做。

三是国家关系方面。对其他国
家、天下、下一代，我们有什么责
任？儒家不会用狭隘的价值观来考
虑这些问题。主权观念是西方的价
值观，儒家没有讨论该概念。战国

时代的孟子讲得很清楚，如果有很
坏的统治者随意打仗，其他国家可
以干涉。

最后是关于发展的观念。儒家
认为不应盲目发展，应该考虑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考虑人与环境的关
系。

齐鲁晚报：您对儒家思想感兴
趣，多次在曲阜做一些基础研究。也
能看到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传承并起
到了一些作用，比如旅游、国学教
育、乡村儒学。您是如何评价这些尝
试？有没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贝淡宁：我觉得已经有推广了，
比如说《弟子规》，中国很多小学都
在用，当然在曲阜也有。一些好的试
点，如果在曲阜成功，也会影响其他
城市。我们也承认，儒家的文化在山
东，尤其是曲阜，是最有影响力的，
但在南方影响可能没有这么大。

齐鲁晚报：在《城市的精神2》中，
小笠原老师写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
的味道，那么您觉得曲阜是什么味
道？

贝淡宁：曲阜比较干净，源于儒
家思想注重礼和让。

每次去曲阜都会喝酒，曲阜还有
酒的味道。当然，山东人比较喜欢喝
酒。儒家重视礼，礼的目标是让大家
有社群感，如果没有酒，很难有这么
强的社群感。论语中也有一句，叫“唯
酒无量不及乱”。所以当然不要喝醉，
礼记中也有酒礼，写得比较细。

喝酒是礼的一种表现方式，如
果没有酒，有时候缺乏讲义气或者
是哥们的精神。酒能建立紧密的联
系，促进感情交流。当然不一定每种
文化都有这样的习惯。

齐鲁晚报：您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中国高校从事行政工作，有没有
适应和不适应的地方？

贝淡宁：我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不应该用种族来判断谁是中国
人，谁不是中国人。儒家是用文化的
概念来判定的。比如，儒家用文化、
价值观来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唐朝时，有一些阿拉伯学者，也
可以参加科举，现在则没有那么容
易。如果想恢复中国天下的核心地
位，就得用文化的标准来判定谁是
中国人谁不是中国人。

对话贝淡宁：

君子尚贤 □本报记者 李师胜

贝淡宁以贤能政治研究闻名
学界，有人为之鼓掌，也有人为他
喝倒彩。2005年，在清华讲课时，一
名官员学生邀请他到中央党校讲
课，他由此成为第一位在中央党校
开讲座的外国学者。

贝淡宁在北京接受齐鲁晚报记

者采访。李师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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