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0881

10位ISBN编号：7208080887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向民

页数：3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

内容概要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身历史的反思。
民国政治学作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前史，因此具有镜鉴之意。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通过对文献与理论的细致梳理和参证，描述了1930年代前后，即南京
国民政府推进现代化时期，作为一门外来学科的中国政治学与其赖以存续的政治现实之间交相作用的
风雨历程。
　　作者通过研究民国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三个研究领域，归纳出“民治与集权
”的两个理论特质，进而分析了民国政治学生成的政治社会原因。
作者认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公民社会则是孕育与支撑这一张力的重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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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民（1977- ），河南洛阳人，政治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
曾在《学术月刊》、《江苏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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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民治与集权：对称概念与分析视角第二节 作为学科的现代政治学第三节 文献综述第四节 
论文要素第一章 民国政治学的滥觞第一节 1930年代：国家建设的展开第二节 民国政治学的四期发展
第三节 作为学科学术的政治学之建立第二章 民治与集权的合奏第一节 民治与集权：民国政治学的理
论特质第二节 民治：政治和思想的中西璧合第三节 集权：国家统一性阙失的政治发展选择第三章 主
权与宪政：国家的追求第一节 国家理论的内在转向及其困难第二节 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第三节 民治
与宪政小结第四章 效能与均权：政府的原则第一节 对现行政制的批评第二节 效能政府第三节 均权政
制小结第五章 革命与民治：政党的角色第一节 军政：政党与革命第二节 训政：党治与民治第三节 宪
政：一党与多党小结第六章 悖反式多元政治下的政治学生成第一节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第二节 政党
构成与学政交流第三节 弱势独裁与悖反式多元政治结语 政治与学术的张力：国家建设的动力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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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治与集权的合奏二十世纪中西政治发展呈现错位状态。
首先，民国政治学家讨论的仍然是“建国”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治国”问题。
欧美“建国”理论大致相当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政治理论，欧美“治国”理论则大致相当于二十世
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下的政治学研究。
同时，中西近代政治发展触发点的主动被动之别，也使民国政治学家难以在欧美政治学中找到对应的
“建国”理论。
其次，民国政治学所处的环境，是世界性民族主义高潮。
诚如民国政治学家认识到的，现代民族主义滥觞于对民主宪政的反动，并成为国内整合和国外侵略的
政治意识形态。
因此，对现实政治的理论分析必须置于民族主义的上述双向维度下展开。
这两种错位使民国政治学理论具有更深刻的历史蕴涵和更浓郁的地域象征。
从某种角度说，民国政治学研究建立在“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之上。
但是，民国政治学的历史规定性在于它并不接受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一国家”观点，
而只是坚持不同的活动领域需要分立与制衡，并企求以法治的形式固定下来。
换言之，他们只是部分地接受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的观点。
以政府内外为界的分权制衡框架中，形成了民治与集权两种政治价值诉求。
民众是政治的主体，享有最终的决定治权合法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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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0年9月，带着高中时代的冒险家梦想，我来到上海。
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前身)迎新大会那天的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似乎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思想风暴。
读书生活如绘画卷轴一般渐次展开，心中困惑如涟漪荡漾，逐渐清晰：中国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价
值和政治理论。
这一困惑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硕士阶段阅读思想史得出结论，自由、民主等十八世纪不言自明的
政治原则在十九、二十世纪遭到最残酷的抨击，后现代主义更宣称要从“根子”上拔掉近代理性启蒙
主义。
第二，审视1990年代国内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发现双方呈现两种政治价值——消极无为的古典
自由主义和积极有为的集权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冲突，而且似乎二者之间并无妥协余地。
理论学习结论如此，反观中国现实，市场经济的隆隆机车下，建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似乎是中
国转型的时代任务。
因而，理论演变与实践需要之间的价值冲突一直纠结在心中。
为了解决思想困境，最初，我试图从韦伯理论上“反现代”、实践上“现代化”的冲突行为中找寻答
案。
后来，我把视野聚焦于民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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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从政治与政治学关系的角度，系统研究民国政治学的
成就与不足。
特别是着重研究民国政治学的“三个研究领域”及其“两个价值诉求”，并分析其生成的政治社会原
因。
 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就民国政治学理论形态而言，体现出民治与集权的“合奏”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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