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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运用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1840
～1949年间民主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变作全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期，进入20世纪，民主观念发生分岔，出现了不同的民主
观念，或对民族作出不同的理解，这主要表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分途演进。
近代中国人的民主观念的流变与政治发展道路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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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闾小波，男，1960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首批入选者。
著有《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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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超越与调适：民初民主观念的进一步分岔
第一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凯旋与顿挫
第二节 从超越议会民主到追求直接民主
第三节“国性论”与“调适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诉求
第七章 庶民与民主：庶民主义民主观的生成
第一节 民粹（庶民）主义的一般特征与功效
第二节“五四”前后庶民主义民主的学理构建
第三节 守望自由主义民主——“好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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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训政与党治——宪政的前提抑或障碍？

第二节 议会主权——自由民主主义“行动人物”的抗争
第三节 制宪与行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徬惶与分化
第四节 工具与价值——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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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民主权与民主集中制——早期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初步表达
第二节 苏维埃制度——体现人民主权理想的制度设计
第三节 民主的“模范”——建构民主的理论与范本
第四节 宪政即民主——解构国统区的宪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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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实际上带有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色彩。
他认为在一个共和国内，只有当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才配冠之“民主政治”；如果主权只掌握在
一部分人民那里，便是贵族政治。
民主政治只能适用于小国，这几乎是雅典以来所有认同民主制的思想家公认的看法，孟德斯鸠也不例
外。
“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
”理想的政制是联邦共和国。
但，孟氏并不隐瞒他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专制政体的排斥。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
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
”“贵族政治越是近于民主政治，便越是完善；越是近于君主政体，便越不完善。
” 英国所确立的议会主权（君主立宪政体）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以代议机关取代公民大
会之类的广场政治，为克服现代民族国家与直接民主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此时的英国
虽不是民主国家，但这一制度设计客观上为逐渐扩大公民参与、由共和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或民主与
共和的相互兼容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由此这场革命也就成为近代人类民主发轫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称其“光荣”可谓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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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采用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和流变作了全景式的呈现，凸显本土资源与域外经验的交互影响，不仅在
观念史上厘清了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认知，且对当下中国如何理解民主、追求什么样的民主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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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不仅需要强烈的现实关怀，还需要有对历史正确的认知。
启动于清末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人对民主的认知有紧密的关联。
闾小波教授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将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结合
起来，为我们厘清了中国人民主观念的独特性与独创性，值得反思与回味。
 ——林尚立，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闾小波博士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领域耕耘多年，其研究成果既有学术视野的拓展，更有对具体研究
对象的洞见。
该书努力厘清在中国民主观念历史演变过程中，本土资源与域外资源的交互影响，深刻揭示了中国人
对民主为什么会有独特理解的现实背景与历史原因。
 ——夏东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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