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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和著名作家。
他一生主要从事著述，撰有政治理论、历史和小说等多方面的著作。
除这本《政治正义论》外，还有《法国哲学》、《英联邦历史》和《凯勒布·威廉轶事》等书。
一般认为，《政治正义论》是葛德文的一部最光辉、最精辟的政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英国激进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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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从人的社会地位来研究他们的能力第一章引言研究的主题——第一篇的主题。
对于政治制度的一般看法。
——对于这些看法的正确性的质疑——第一篇的研究计划。
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一种公众社会或政治社会的形式，一种人们互相交往和互相对待的准则，这种形
式和准则超越单个家庭的界限，并且应被认为是最能增进集体福利的。
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障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的和独立的活动？
怎样才能最可靠地保障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关于生命的安全和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运用自己的能力的
权利，使它不受侵犯？
怎样才能使人类中的个体对集体的进步和幸福有最大的贡献？
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解决这些值得关心的问题。
在开始从事这种研究时，除了考察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影响的程度外，并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换句话说
，就是人在改变他的社会存在状况，或者今后能够改变他的社会存在状况方面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颇为分歧的意见。
人们通常最乐于接受的假定是：把政权或社会制度的影啊（无论它们是否依据明确规定行事）看作具
有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性质。
毫无疑问，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建立政权的目的是消极的，是要维护我们所享有的某种有利地位
，以对抗有时会发生的国内外侵犯者的敌对行为。
但是，政权的影响是否就到此为止，停留在人类最初决定采用它时所确定的范围呢？
那些相信这种影响停留或者能够停留在这一范围的人，必然只把它看作一个次要的研究对象，或者最
多把它看作和几种其它研究对象同等重要。
他们从人的个人性格、家庭关系和他的感情可能使他选择的职业和爱好上来考察人。
这些当然构成人的生活的主要部分。
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纯理论家们认为这些在通常情形下同_切政治制度和设施无关。
只是在特殊紧急的时刻和离开常规的事情上，他们才认为一个人有机会记起他的国家的政权，或者在
任何程度上受到他的国家的政权的影响。
如果他犯了或者被认为犯了损害集体福利的任何罪行，如果他发现自己有义务制止另外一个人的犯罪
，或者任何外来的敌对行为威胁了他所处的集体，在这些情形下而且也只有在这些情形下，他才不能
不想到他有一个国家。
这些考虑使他不得不进一步研究（即使没有危险临头）怎样才可以最好地维护政治自由和防止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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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正义论(全2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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