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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的《经典通读》丛书终于要和读者见 面了。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版学术丛书，源于一次常规 的新编辑培训。
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 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
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 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
思、爱因斯坦等 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 被提了出
来。
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 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
怎么也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但通读 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
论》、 《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 起源》、《国富论
》的两人⋯⋯大家突然惊奇地发现，对这些名家名著我 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
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 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
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 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 
低得惊人。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都非常想读这 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
学术经典。
之所以此前没有读过， 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
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 是想简单了解这些学术名著，并不需要深入研究。
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 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 成
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 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
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
换言 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经典通读”。
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 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对普通读者而
言，这不能 不说是一件憾事。
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 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
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 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
论 》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二十部 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
专长的青年学者，编译改写成全新的普及本 ，推出了这套《经典通读》丛书，希望使普通读者也能来
共同领略经典名 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我们这里所 谓的“通读”，就是想通过普及本的通俗化，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通读经 典，而不至于
让经典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或成为催眠的道具。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 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
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 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大
胆扩充，使之更 加通俗易懂又质朴流畅。
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 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从
而使普通读者能把握 要旨，轻松、快速阅读。
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 ，希望这套《经典通读》丛书有“替代”原著的作用
，能满足大致了解原 著的基本需要；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 入门
和辅助补充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编辑思想难度很大。
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 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
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 更是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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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
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 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
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 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
所以，能够通俗 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 当时绝对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
。
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 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程度。
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 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经典 通读》丛书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 让更多的读者分享
到人类思想的硕果，真正做到“以文化人”的出版境界 。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丛 书面世的一天。
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 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
《经典通读》丛书能够使读者 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
 但鉴于我们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 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
评赐教。
 最后，我们还是想说，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
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 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 直接
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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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
成的。
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
。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
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
概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
学科，开创政治学研究之先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学科进行分类，他把各门学科按照知识的不同分为理论学科、
实践学科和创制学科。
其中政治学就属于他所谓的实践学科。
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研究至善的学科，是一切学科中最高、最权威的学科，而那些研究战术、理财术
、讲演术等的学科都隶属于政治学，都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学科。
政治学是其他学科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或者说人天生就要过城邦生活。
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
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
城邦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生活的至善。
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
与之相对，伦理学则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
要实现个人生活的至善离不开城邦，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还能生存的话，他要么是一个神祗，要么
是一个野兽，总之，他很难像正常人那样活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使政治学获得了
独立的地位。
因此他有了“政治学奠基者”的美誉。
　　（二）重经验研究方法，把神学束缚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注重抽象思维和神话论证不同，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
更注重经验。
他毕生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开创性的、贴近现实的研究工作上。
他所收集的当时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资料，涵盖了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试图理清各个城邦的发展历史，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找到
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
　　在本书第二卷中，他分析批判了柏拉图等人以及别的时期的前辈关于政体的思想，阐述了历代政
体的兴衰得失，为他后来关于政治的各种精辟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他首次在政治学领域突破神学观念的束缚，坚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第一次把
匍匐在神学和哲学框架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人的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先河。
他在《雅典政制》以及本书中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后来的政治学者，比如声名赫赫的
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布丹和孟德斯鸠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提出了理想的政体模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共和制。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
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
在本来应该平等的公民之间如产生了不平等，必然导致不满，产生斗争。
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权，以压迫穷人为能事；而如果贫民掌权，他们也会不择手段地排挤富人。
他认为，要想调和这种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套适宜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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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起居间掣肘作用的力量，即中产阶级。
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包含较多因素的”“完善政体”，即共和政体（或称“立宪政体”、“混
合政体”）。
总之，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
”善德就在于行中庸之道，过度和不及就会导致恶行。
他认为这种善恶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政体。
　　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理想政体之所以理想，就在于这种政体的主体一一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中庸的化身的中产阶级，
能顺从理性而不走极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中间形式”和“中间性格”。
总而言之，他的政治主张是兼容贫富，平衡“ 质”和“量”。
既主张考虑自由出身、财富和门第，又坚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中庸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即“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
统治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所谓专制统治，即主奴统治；另一种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
基础的“自由人统治”。
他赞成后一种统治而反对前一种统治。
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轮番为治”。
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把中产阶级当作组建共和政体的依靠力量。
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
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级间的仲裁者。
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
　　（四）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
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
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
　　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
性的影响。
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
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
上至善的生活。
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
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
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
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生活等（他对闲暇生活的见解时至今日都耐人寻味）。
在他看来，和平是战争的目的，闲暇是劳动的目的，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智慧适用于闲暇之
时，要在闲暇时培养自己的德性。
优良城邦中的好公民应当既勤劳勇敢又善于追求闲暇，要在闲暇中追求那种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高尚行
为。
而对于这些重要的道理，公民要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儿童时期就明白。
　　以上只是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这本经典著述的几个方面的贡献和主张，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关于
国家和政治的真知灼见远不限于此。
例如，他的人的政治本质思想、政体分类思想、政体变革思想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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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同的读者会对他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有志于研究政治理论或实践的人而言，回避或忽略
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政治学》都是不明智的。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社会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那
个时代的烙印。
他在《政治学》中表露出的思想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他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得出了赤裸裸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样的结论。
对此，我们既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苛求前人，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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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
 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他所在时代已有的全部学科，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
要有：《工具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三段论），并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
他的思想对西方的文化取向和内容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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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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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二 家庭要素　三 家务管理与财富获取　四 致富术　五 财富追求的适度原则　六 哲学家与致富术
　七 家庭统治与国家统治　八 几种特殊群体的政治特性第二卷 公民与政体　一 城邦的至善不在于公
民共有一切　二 公民共有一切是不现实的　三 财产宜私有公用　四 《法律篇》所主张的政体的不足
之处　五 均分财产型政体　六 希波达莫斯的政体设计及不足之处　七 斯巴达政体　八 克里特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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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联系　四 特殊阶层的公民身份问题　五 再论人的政治性及统治方式　六 政体的分类及其疑难　
七 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正义观　八 城邦最高权力的归属及其疑难　九 相对较好的最高权力安排方
式　十 政治正义及其疑难问题　十一 君主制的种类　十二 论君主制与法治　十三 几种政体的适用条
件　十四 最优秀的人应该统治第四卷 政体的种类　一 政体研究概述　二 政体为什么具有多样性　三 
再论政体划分的标准　四 平民政体的种类　五 寡头政体的种类　六 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产生的原因
　七 贵族政体的种类　八 共和政体及其产生方式　九 僭主政体　十 最优良的政体——中庸政体　十
一 政体构建与城邦要素的“质”和“量”　十二 政体吸纳各种阶层的方式　十三 政体的议事要素　
十四 政体的行政要素　十五 政体的司法要素第五卷 政体的变更与保全第六卷 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
构建第七卷 通过教育实现理想城邦第八卷 城邦青少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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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 财富追求的适度原则 至此，我们已经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论述得很清楚了。
政治学并非制 造人，而是自然地处理人和使用人，就像自然也是这样为人们提供了大地 、海洋以及
作为食物之源的所有东西一样。
家务管理者的责任的起点就在 于自然所赋予的这一切，他必须料理自然所提供的一切事物。
我们可以把 家务管理者比作不制造但使用羊毛的织匠，他必须了解哪一类羊毛质优而 且耐用，哪一
种质劣不耐用。
否则，人们就难以明白，为什么致富术属于 家务管理的一个部分，而医疗术就不属于呢?虽然家庭成
员也需要健康，就 像需要生存或需要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但健康问题是医生而不是他们必 须考虑
的问题。
同样，一方面家务管理技术应当考虑财富问题，另一方面 它又不必去考虑，只需要次要的技术来考虑
这个问题就行了。
 我们知道，自然必须预先提供生活的手段。
因为自然的任务就在于为 生下来的东西准备食物，幼仔的食物在其出生地一直维持着。
这就是为什 么通过耕作和狩猎所得到的财富总是自然的。
总之，有两种致富方法，一 种是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零售贸易；前者是必须的、体面的，而
后者则是应受到指责的、不自然的。
顺便说一下，最为可恶的是高利贷， 人们之所以讨厌它是极有道理的，因为它是通过金钱本身而不是
通过金钱 的自然目的来牟利的。
它获利的形式是利息，利息意味着以钱生钱，这种 繁殖金钱的方式是最违背自然之道的。
 六 哲学家与致富术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有关致富的理论了，但理论离不开实践，下面让我 们来论述一
些有关致富的实践的问题。
让我们以家畜业和耕作业为例吧。
 家畜饲养和经营会涉及什么是最有利可图的，在何处饲养以及怎么样 才能获利这样的问题。
比如，什么样的马或羊或牛或其他动物最容易让人 们受益。
人们应当了解，哪些动物更为合算一些，哪些家畜在某个特别的 地方最有收益，因为某些家畜在某处
更合算一些，而有些家畜在别处更合 算。
耕作业包括农耕和种植，还有养蜂、养鱼以及养殖家禽和其他对人们 有用的动物。
这些是最早产生的正当致富的基本部分。
在其他由交换构成 的部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致富方法是商业。
 商业又分为三类：首先是船舶供应、商品运输以及商品展售，它们彼 此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安全，
而有的利润更大；其次是高利贷；再次是雇 佣业，有的人受雇于机械行业，有些人则只提供非技术性
的体力劳动。
商 业属于家畜业和农耕业的中间形式，也是一种自然的方式。
不过，严格而 言，它只是部分地符合自然，因为它与交换有关，即这些行业帮助人们从 土地中盈利
。
虽然商人并没有从地里收获蔬菜瓜果，但那些从土地中生长 出来的东西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例如伐木
和采矿，采矿技术本身又有许多 分支，因为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致富的几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对身体伤害 最大的职业就是最下贱的，最
需要体力的职业是最卑微的，最不需要德性 的职业是最无耻的。
 其实，关于这些问题已有许多论著，例如帕洛斯岛人嘉里斯和利姆诺 斯人阿波罗多洛等，他们对农
耕和种植作过论述，而别的人则对其他一些 分支作过研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去查阅他们的
著述。
如果我们 将人们成功地聚积财富的零星故事汇集起来，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所 有这些对于那些评价致富术的人是很有帮助的。
有一则故事讲的是米利都 人泰利士致富的方法，其包含的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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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泰利士因智慧 出名，人们将这个故事归于他名下。
 故事是这样的：泰利士因贫穷而备受指责，人们因此也嘲笑哲学毫无 用处。
据说，还在冬季时他就能运用天象学知识，了解到来年橄榄将大获 丰收。
由于无人和他竞争，他只用很少的押金，就租用了开俄斯和米利都 的全部橄榄油榨房。
当收获季节来临时，人们急需很多榨房。
这就使得他 尽可以用他所高兴的价钱将榨房租出去，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他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只要哲学家愿意，他们要致富轻而易举，只不过他们 的理想并不在
此。
 泰利士的成功利用的是垄断，而关于垄断造就的暴利还有一个著名的 例子。
有位西西里人用手头握有的一笔存款，把铁矿的所有铁全部买进。
 后来，当各地商人前来购铁时，他便成了唯一的售主。
即使不用过多地抬 高价格，也能获得200％的利润。
城主狄奥尼修斯知道此事后，当即让此人 离开叙拉古城，因为城主认为这个人发现了一种赚钱方法，
而这种方法有 损于城邦的利益。
显然，这个西西里人和泰利士一样，都通晓以垄断的方 式谋取高额利润的奥妙。
城邦的政治家是否需要掌握这种奥妙呢?答案是肯 定的。
因为国家常常比一个家庭更需要金钱，更需要这种获取金钱的妙方 。
有些政治家之所以致全力于理财，原因就在于此。
 P12-14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学>>

编辑推荐

《经典通读:政治学》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经典通读:政治学》主张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形式，让你我无法回避生活中的政治，但我们必须了解
——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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