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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政冶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底下写起，注意统治者。
也兼重被治者。
我向来认为，历来论者对人民——有时称为暴民——所下的功夫一直不够。
政治的素材是人，一位思想家对这素材的观点一定会影响他对政治可能及应有境界的想法。
不过，我发现这样的写法很不容易维持，因为思想家关于政治共同体素材的看法往往深藏在他们的著
作文字之中，这些文字篇章必须摆到刑架上拷问，才吐露实情。
而人人都知道，拷问逼供得到的案情挺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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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由主义依其世界观，知道一切政治图式都不可能全无风险。
制度上的改善，意指每个社会都必须存在一个最高权力，这最高权力能宣布行之数百年的惯例无效，
重新塑造过去传下来的建制（这些建制在大多数国家都非常古老）。
此事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宪法改革，而宪法改革在大多情况下意指会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能以宪法方
式，亦即以具备正当性的方式，推翻现有宪法。
此事明显有其危险，从盎格鲁撒克逊，也就是从英、美立宪主义的角度，甚至从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
宪法观点来看，此事危险尤大。
宪法的宗旨是要约制政府，为统治权力的行使设下限制，规定统治权力的正当流动管道。
一部宪法不是能用政治意志改变，就是不能如此改变，当前在位的政府不是有权利变更宪法，就是无
此权利，无法两者皆可。
模棱之道当然也是有的，就像英国辉格式的办法，自谓不时在“改善”英国宪制而没有改变其宪制的
“根本性格”。
没有谁能反对改善，自由主义者尤其不能，因为改善是进步的别名。
但自由主义者晓得，作为宪法设计者，他们身处一种窘境之中。
假设有一天——在一个很快就见识事情变化多快的时代，这么一天可能不久就来到——具备正当性的
统治权力被用来进行宪法的根本变革，而这些变革的方向与自由主义者希望于国家社会的方向不同，
甚或相反。
例如，假设在劳工阶级拥有选举权的一个未来时代，政府拥有的改变宪法的宪法权力被用来追求社会
主义目的。
自由主义者有理由担心这一可能性，担心的原因之一是，只要某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紧守宪法规则
，自由主义者就有苦难诉。
和马基雅维里与孟德斯鸠一样，自由主义者十分清楚，一部宪法的精神死去很久之后，徒留躯壳的宪
法规则可以继续有模有样。
如果立宪主义只寓于遵守宪法形式，则遵守规则顶顶有名的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就要变成理想的立宪君
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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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政治思想史(套装上下册)》：人民·联盟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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