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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動向／遠西近思

二○

一
九
年
一
月
，
美
國
政
治
學
家
弗
朗

西
斯
．
福
山
（Francis 

Fukuyama

）
的
新
著

《
身
份
認
同
：
尊
嚴
的
要
求
與
激
情
的
政
治
》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
在
德
國
翻

譯
出
版
。
德
文
版
名
為
《
身
份
認
同
：
尊
嚴
的

失
落
如
何
危
害
我
們
的
民
主
》
（Identitä t: 

W
i
e
 
d
e
r
 
V
e
r
l
u
s
t
 
d
e
r
 
Wü

r
d
e
 
u
n
s
e
r
e 

Demokratie 
gefä hrdet

）
，
相
對
於
英
文
版

更
具
問
題
指
向
性
。
一
九
八
九
年
蘇
聯
解
體
之

後
，
福
山
提
出
「
歷
史
的
終
結
」
，
斷
言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是
世
界
上
最
為
優
越
的
體
制
。
時
隔

三
十
年
，
民
粹
主
義
和
權
威
政
治
的
崛
起
，
對

這
一
論
斷
提
出
了
質
疑
。
「
歷
史
的
終
結
」
這

一
概
念
源
自
德
國
哲
學
家
黑
格
爾
。
黑
格
爾
認

為
，
自
一
七
八
九
年
以
來
，
政
治
的
發
展
從
未

超
越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理
想
，
政
治
的
歷
史
就
在

尋
求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時
終
結
。
在
福
山
看
來
，

蘇
聯
解
體
和
東
歐
劇
變
促
使
全
球
社
會
向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轉
化
，
這
些
事
件
再
次
證
明
，
黑
格

爾
有
關
歷
史
終
結
的
理
論
是
正
確
的
。

《
歷
史
的
終
結
與
最
後
之
人
》
（
一
九
九

二
）
一
書
出
版
後
，
遭
到
許
多
質
疑
。
有
人
提

出
：
除
非
科
學
終
結
，
否
則
歷
史
不
會
終
結
。

為
了
捍
衛
自
己
的
觀
點
，
福
山
在
二○

○
二
年

出
版
《
我
們
的
後
人
類
未
來
：
生
物
技
術
革
命

的
後
果
》
一
書
。
他
認
同
科
技
發
展
對
自
由
民

主
的
傳
播
具
有
引
導
性
，
但
是
科
技
始
終
是
政

治
的
工
具
；
現
階
段
人
類
關
注
的
重
心
，
應
該

是
如
何
對
科
技
的
使
用
施
加
嚴
格
有
效
的
政
治

限
制
，
以
求
保
衛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的
成
果
。
彼

時
，
福
山
沒
有
預
見
到
民
粹
主
義
和
權
威
政
治

會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成
為
挑
戰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的

主
要
力
量
。

激
情
與
尊
嚴

「
激
情
」
（Thymos

）
是
福
山
政
治
體
系

的
一
個
重
要
概
念
。
在
《
歷
史
的
終
結
與
最
後

之
人
》
一
書
中
，
福
山
指
出
，
因
為
人
心
懷
激

情
，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才
得
以
實
現
。
在
《
身
份

認
同
》
一
書
中
，
福
山
試
圖
用
這
一
概
念
解
釋

民
粹
主
義
和
權
威
政
治
的
興
起
。

經
濟
學
家
普
遍
認
為
，
人
類
的
行
為
是
由

物
質
欲
望
驅
動
的
，
這
一
觀
念
植
根
於
西
方
政

治
思
想
，
構
成
了
當
代
西
方
社
會
科
學
的
基

礎
。
福
山
指
出
，
這
種
對
人
類
行
為
的
認
識
，

忽
視
了
古
希
臘
哲
學
家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圖
的

發
現
，
即
人
對
尊
嚴
的
渴
望
是
左
右
人
類
行

為
的
重
要
因
素
。
蘇
格
拉
底
認
為
，
人
類
心

靈
的
本
質
（Psyche, 

ψυ χ
ή

）
由
三
部
分
組

成
：
欲
望
（Eros, 

ρω
ς

）
、
理
智
（Nous, 

激
情
與
身
份
政
治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世

界政治的重心依然是經濟利

益的鬥爭。在超國家層面，

權力始終掌控在政治和經濟

精英手中。在現有的自由民

主政治體系中，「平等激情」

從未戰勝「優越激情」。從

這一意義上說，「自由民主

政治」並非「歷史的終結」。

黃
鳳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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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οũς

）
和
激
情
（Thymos, θυμός

）
。
欲
望
是

物
質
需
要
激
發
的
情
欲
或
意
願
，
理
智
是
邏
輯

推
理
和
計
算
能
力
，
激
情
則
是
對
尊
嚴
的
渴

望
。

激

情

有

兩

種

表

現

：

平

等

激

情

（Isothymia

）

和

優

越

激

情
（Mega-

lothymia
）
，
二
者
彼
此
對
立
，
互
相
矛
盾
。

平
等
激
情
是
希
望
自
我
被
他
者
平
等
對
待
；
優

越
激
情
則
是
希
望
自
己
的
存
在
價
值
高
人
一
等
。

福
山
認
為
，
優
越
激
情
是
古
代
暴
政
的
根
源
；

隨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的
興
起
，
平
等
激
情
戰
勝

優
越
激
情
，
精
英
統
治
的
社
會
被
人
人
平
等
的

社
會
所
取
代
。

身
份
政
治
與
民
主
危
機

法
國
大
革
命
以
來
在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踐
行

的
平
等
，
主
要
是
政
治
平
等
和
法
律
平
等
，
而

非
經
濟
平
等
和
社
會
平
等
。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導

致
個
體
經
濟
差
距
加
大
，
社
會
對
某
些
群
體
的

歧
視
依
然
存
在
。
二
戰
以
後
，
隨

收
入
的
不

斷
提
高
，
西
方
國
家
的
工
人
階
級
逐
步
融
入
中

產
階
級
。
他
們
不
再
關
心
階
級
身
份
，
面
對
大

量
湧
入
的
移
民
和
難
民
，
希
望
能
夠
確
保
既
有

的
優
越
地
位
。
在
經
濟
利
益
之
外
，
群
體
開
始

關
注
「
政
治
身
份
」
的
認
同
問
題
。

在
福
山
看
來
，
身
份
政
治
是
導
致
民
粹
主

義
和
權
威
政
治
崛
起
的
主
要
原
因
。
二
十
世

紀
，
政
黨
政
治
主
要
按
照
經
濟
認
同
進
行
區

分
：
左
翼
關
注
社
會
福
利
和
分
配
政
策
，
右
翼

主
張
縮
小
政
府
規
模
。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政

黨
政
治
更
多
強
調
政
治
身
份
：
左
翼
從
主
張
建

構
經
濟
平
等
轉
向
維
護
少
數
族
裔
、
難
民
移

民
、
婦
女
以
及
同
性
戀
的
平
等
權
益
；
右
翼
關

注
民
族
身
份
的
界
定
以
及
國
家
政
治
身
份
的
維

護
。
福
山
認
為
這
種
政
治
興
趣
的
轉
型
傾
覆
了

傳
統
的
政
治
鬥
爭
理
念
，
即
政
治
作
為
維
護
個

人
和
集
團
經
濟
利
益
的
手
段
。
政
治
領
袖
用
尊

嚴
的
得
失
說
服
選
民
。
「
你
們
的
尊
嚴
受
到
了

傷
害
」
，
是
各
國
民
粹
主
義
吸
引
民
眾
的
常
用

口
號
。福

山
認
為
，
個
體
尋
求
「
政
治
身
份
」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但
是
大
眾
過
分
關
注
細
化
的
群

體
，
不
利
於
國
家
團
結
。
身
份
群
體

力
於
自

己
的
生
活
體
驗
，
把
對
外
部
世
界
的
理
性
審
視

置
於
次
要
地
位
，
破
壞
了
民
主
協
商
機
制
，
導

致
民
主
陷
入
癱
瘓
。
二○

○

八
年
經
濟
危
機
以

來
，
西
方
精
英
階
層
制
定
的
經
濟
對
策
，
導
致

經
濟
衰
退
，
失
業
率
高
漲
，
工
人
收
入
下
降
。

失
落
的
中
產
階
級
作
為
國
家
的
核
心
成
員
，
認

為
自
我
尊
嚴
和
存
在
價
值
沒
有
得
到
應
有
的
認

同
，
逐
步
轉
向
民
族
主
義
、
種
族
主
義
或
民
粹

主
義
。
這
一
趨
勢
損
害
了
美
國
和
歐
盟
的
自
由

民
主
典
範
，
甚
至
危
及
整
個
自
由
民
主
體
系
。

為
了
應
對
民
粹
主
義
和
權
威
政
治
的
挑

戰
，
福
山
主
張
推
進
「
信
條
式
的
國
家
身
份
」
。

這
種
身
份
認
同
，
不
是
基
於
個
人
特
徵
、
群
體

生
活
經
驗
、
歷
史
紐
帶
或
宗
教
信
仰
，
而
是
建

立
在
國
家
的
核
心
價
值
上
。
所
有
公
民
必
須
了

解
國
家
歷
史
，
認
同
國
家
的
政
治
體
制
和
基
本

理
念
，
並
宣
誓
效
忠
國
家
。
福
山
指
出
，
身
份

是
現
代
人
理
解
自
身
和
社
會
的
核
心
工
具
，
問

題
的
關
鍵
不
是
剝
離
個
體
的
身
份
意
識
，
而
是

使
所
有
國
民
融
入
和
認
同
自
己
的
「
國
家
身

份
」
。
這
做
法
不
僅
適
用
於
移
民
國
家
美
國
，

同
樣
也
適
用
於
難
民
潮
衝
擊
下
的
歐
洲
國
家
。

政
治
身
份
是
一
種
意
識
形
態
的
問
題
。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的
意
識
形
態
基
礎
是
自
由
主
義
，

以
承
認
私
有
財
產
為
前
提
。
福
山
有
關
政
治
身

份
的
討
論
，
主
要
基
於
民
族
國
家
的
層
面
。
但

是
在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背
景
下
，
世
界
政
治
的
重

心
依
然
是
經
濟
利
益
的
鬥
爭
。
在
超
國
家
層

面
，
權
力
始
終
掌
控
在
政
治
和
經
濟
精
英
手

中
。
在
現
有
的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體
系
中
，
「
平

等
激
情
」
從
未
戰
勝
「
優
越
激
情
」
。
從
這
一

意
義
上
說
，
「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
並
非
「
歷
史

的
終
結
」
。

（
作
者
為
上
海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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