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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
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
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
神紧张。
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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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
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
1938年移居美国。
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去世
。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
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
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
。

　　列奥·施特劳斯的主要代表著作包括：《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1930），《哲学与律法》
（1935），《论主》（1948），《检控与写作艺术》（1952），《思索马基雅维里》（1958），《什么
是政治哲学？
》（论文集，1958），《城邦与人》（1964），《古今自由主义》（论文集，1968年）以及《柏拉图
路向的政治哲学研究》（1983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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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 前言 
序言 第七次重印本序言（1971年） 导论 第一章 自然权利论与历史方法 第二章 自然权利论与事实和价
值的分野 第三章 自然权利观念的起源 第四章 古典自然权利论 第五章 现代自然权利论   A 霍布斯  B 洛
克第六章 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  A 卢梭  B 柏克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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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洛克仍然不无理由地辩称，他所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利维坦，比之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个人的自我
保全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为霍布斯所强调而洛克也没有否认的个人抵抗有组织的社会的权利，对于个人的自我保全来说并非有
效的保障。
既然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在此种状态下，每个人的自我保全都处于持续的危险之中——的唯一替代
物，就是“人们将他们全部的自然权力都让渡给他们所进入的社会”；对于个人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
障，就是社会要建立得能够压制其成员：只有如此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或者
说才是符合于自然法的；只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才能够正当地要求，个人要将其全部自然权力交付给它
。
在洛克看来，对于个人权利的最好的制度性屏障乃是由这样一种宪制提供的：它在几乎所有的内政事
务上都严格地使执行权（那一定是很强大的）隶属于法律，并且最终隶属于有明确界定的立法议会。
立法议会必须局限于制订与“随心所欲的专断的命令”判然有别的法律；它的成员必须得由人民选举
，任期较短，从而使“他们服从于他们所制订的法律”；选举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人数和财富这两个因
素。
因为，尽管洛克似乎认为个人的自我保全受到的来自君主制或寡头制的统治者的威胁，比之来自多数
人的威胁要更大，也不能说，他就暗中相信多数人能够成为个人权利的保障者。
在那些他似乎将多数人描述为这样的保障者的段落中，他是在讨论个人的自我保全受到暴虐的君主制
或寡头制统治者的威胁的情形，在那种情形下，遭受不幸的个人的最后的和唯一的指望显然只能是多
数人的了断。
洛克把多数人的权力视为对坏政府的制约，以及反对暴虐政府的最后凭借；他并不把它视为政府的替
代物，或者就等同于政府。
他认为，平等与公民社会是不能相容的。
在自我保全方面的人人平等，并没有全盘抹煞那些更加通情达理的人们的特殊权利。
相反，那种特殊权利的施行是有利于一切人的自我保全和幸福的。
最要紧的是，由于自我保全和幸福要以财产为前提，因而公民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是保护财产，保护
社会中富有的成员免于贫困者的索要——或者说保护勤劳而富于理智的人免受懒惰而惹是生非的人的
侵扰——对于公共幸福或共同利益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
　　洛克的财产学说，实际上差不多是他政治学说中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也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不仅与霍布斯的、而且与传统的学说最鲜明不过地区分开来。
作为他的自然法学说的一个部分，它也具有后者全部的复杂性。
我们权且将它所特别面临的困难表述如下：财产是一种自然法的制度；自然法规定了正当占有的途径
和限制。
人们在公民社会之先就拥有了财产；他们进入公民社会是为了保全和维护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所取得的
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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