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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近代以来，欧洲率先迈入现代化轨道，构建了现代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迅速
发展，一跃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
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多元化世界的挑战，欧洲以西欧国家为主体，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不仅
强化了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影响，而且又一次引领潮流，在构建后民族国家经济、法律以及政
治模式方面做出尝试。
至少从两个意义上讲，欧洲研究对于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方面，欧洲是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政治与经济影响的力量。
随着中国愈来愈多地参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欧洲研究必当构成我国地域研究以及国际
问题研究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欧洲长期在学术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知识框架也大都发端于欧
洲，并以对欧洲经验的总结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欧洲研究便不仅具有地域研究的意义，而且对
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领域具有独特的知识论价值。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丛书》以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及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旨在
推动跨学科的欧洲问题研究。
丛书力求将传统的地域研究、历史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
，贡献一批既能反映欧洲研究前沿水平又能展示社会科学方法论特点的学术著作，以期对欧洲研究和
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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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史学研究多把德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主线归结为“德国特殊化道路”。
但是，这一思路无法解释德国近现代以来的进步以及纳粹时代对德国文化的异化和纳粹时代之后德国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本书以德国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推动下的德国公民权利发展为主线，以此说明德国近现代史的发展
、纳粹时代的异化和德国走“世界公民”道路的必然性。
    本书在历史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在德国历史哲学、社会宏观结构变迁、大众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及
其相互关系上，展示了德国社会史发展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主线，即康德的“世界公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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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近代以来关于公民权利的德国法哲学  一、康德法哲学思想——法之理性及善的探索    （
一）哲学层面的法理和人本主义的出发点    （二）康德法哲学的层次和特点  二、黑格尔法哲学思想—
—法的自由理性精神的发展    （一）黑格尔对康德法哲学基本出发点的继承——人本主义理性和自由
观    （二）黑格尔法哲学的特点兼与康德法哲学的比较    （三）黑格尔关于公民权利重要事项的分析  
三、马克思关于法哲学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思想    （一）“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的对立    （二）马克思对德国法哲学在德国历史发展中地位的理解    （三）马克思对黑格
尔法哲学的批判第二章  近代以来德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德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公民个性自由的扩展和主体意识之深化    （二）德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福利国家发展方向
的确立    （三）近代以来德国民族国家的分裂与统一问题    （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民
主选举权和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路线问题    （五）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对德国社
会历史的塑造    （六）宏观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中公民权利的关系  二、近代以来德国公民权利韵发展
   （一）德国近代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    （二）1848年革命时期市民社会结构的改组与公民
权利的分野    （三）德意志帝国宪法时代——德国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社会国家”公民权利方向的确
立5  三、20世纪德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一）魏玛共和国宪法时代——“民主一社会国家”体系的初
步建立    （二）“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统治时期——德国“社会国家”公民权利的观念及其现实的异
化    （三）从世界冷战到“世界公民”——德国“民主一社会国家”体系的最终形成第三章  对西欧历
史意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一、西方理性与历史思维问题    （一）西方理性是一种文化能力的取向
   （二）西方人的理性视角及其历史发展    （三）理性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  二、德国比较历史研
究的角度  三、对社会史研究层次及其关系的思考附：德国公民权利发展史研究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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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近代以来关于公民权利的德国法哲学一、康德法哲学思想——法之理性及善的探索康
德的法哲学思想内容深刻而复杂，理解他对公民权问题深层而又系统的理论重要的是要抓住其因果必
然性推理的出发点和连接点，即理解他从法权、公民权的终极的人本主义的先验理性分析到社会结构
体系的建立和法律的制定所构成的严密理性思维的逻辑体系。
简要地说，应该有如下几点：（一）哲学层面的法理和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在德国，“法”和“权利”
是一个整体概念。
关于权利的哲学是德国权利理论发展史的一大特点，即它从最根本的人的本质层面，从理性思维和哲
学思维的高度，抽象的“共相”上去探讨人的权利以及现实权利的关系问题。
康德的法哲学是整个欧洲文明发展到理性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传统，如亚
里士多德、柏拉图关于哲学和伦理道德问题的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法学观念。
但重要的是，康德的哲学是欧洲哲学思想的一大转折，它开辟了欧洲哲学思维的一个新时代，即先验
批判的哲学时代。
这种批判实际是把中世纪以来一直作为哲学思维中心的本体论问题转化为认识论问题，它探讨的不仅
仅是原来意义上的“客观世界”，人之外的世界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探讨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即人的
自由的主体性，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及其同客观世界和自在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前者作为问题研究的
出发点，用理性来探讨“非理性”的先验的人的认识逻辑大前提问题。
他突出了“人”这一主体性，在主体性中突出了人的先验理性，而这一理性是人类一切权利和法律的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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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公民"之路:论德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历史主线》对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历史大变
动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全书以德国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推动下的德国公民权利发展为主线，以此说明德国近现代史的发展、
纳粹时代的异化和德国走“世界公民”道路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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