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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学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象征。
”　　《西方政治学说史》(或《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
　　随着政治学在中国大陆的恢复，复旦大学于1979年起重新设置了此课程。
开初尚无教材。
1985午后使用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教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复旦大学王沪宁、浦兴祖参撰其中
部分内容)。
现为适应教学之需，我们决定编写复旦版《西方政治学说史》。
这一倡议首先是由浦兴祖教授提出的。
浦兴祖曾于80年代初师从徐大同先生专修西方政治思想史。
在复旦国际政治系讲授此课程的近20年里，他一直怀有编写“复旦版”教材的设想——尽管他还同时
承担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当代中国行政的教学、研究任务。
两年前，他的倡议一提出，便得到了本系同仁郭定平副教授的支持。
他们一起组织了由洪涛博士等参加的编写组。
洪涛在复旦读本科时就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一直潜心于这一领域的学习与研究。
他的博士论文《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学界好评
。
毕业留校后，他已多次为硕士生讲授《西方政治学名著选读》课程。
编写组的其余成员均是毕业于本系的青年学者或是尚在本系深造的硕士生、博士生。
他们对西方政治学说史也情有独钟，且在学习、研究中积累了一些心得。
　　编写组几经研讨，初拟了编写原则与全书大纲，后由浦兴祖、郭定平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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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政治学说史》概述了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19世纪西方政治学说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脉
络清晰，内容精练，语言流畅，对其中主要人物及其思想的概括介绍和评价恰当，并且在叙述中注重
结合其时代背景和生平，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政治学说史是大专院校政治与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西方政治学说史》篇幅适中，基本
内容稳定，在对人物及其思想的评述中，适当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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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政治学说第五章17世纪英国政治学说第六章18世纪法国政治学说第七章18世纪后半期美国政治学说
第八章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政治学说第九章革命后西欧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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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希腊人的世界结构是由尘世和神圣而神秘的超验力量(神及命运)构成的。
这种超验的力量不仅是世界的核心，而且是政治世界(即人类世界)的核心，是当时人类共同体得以聚
合的力量。
但这种力量可以为神话诗人的“观照”所揭示，观照是连接神与人的桥梁。
因此，诗人在城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独立于世俗权力，是世俗的批判者，是真理的揭示者。
政治理论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在世俗政治中保持独立地位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根源于这种诗人
传统，理论家是诗人的后来的形式。
　　由此，希腊的现实政治史，既包括一般的政治活动，也包括政治的理论活动。
后者往往更重要，因为政治的理论活动赋予了现实政治以意义。
　　希腊传下来的政治概念在今天为人们习以为常，但在3000年前，这种政治的产生实属偶然。
当时，东亚、北非与中东早已出现了不少统一的大帝国，这些帝国并且已经显示出其效率和力量。
力是当时唯一的民族与民族交往的语言，是决定一个民族生存还是灭亡的决定性因素，大帝国的出现
，正适应了这个情况。
只有希腊民族面对东方的庞大帝国，坚信自己的城邦才是唯一的“政治”形式。
这种坚信在当时固然可说是不合潮流，但为人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4．自由：公民与奴隶　　古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它的基础就是自由人与奴隶的二元区分。
在希腊人看来，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即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而奴隶被视为物，是在政治之
外的。
因此，希腊政治理论很少谈及奴隶问题。
自由是希腊文化对“人”的最基本的界定，是对公民的界定。
自由状态的对立面是奴役状态，公民(或人)的对立面是奴隶。
自由的对立面不是纪律，纪律恰恰是自由的特征，在奴役下无纪律可言，因为奴隶没有自由。
　　不自由的状态有两种：一是人直接地与物打交道，没有任何精神与社会交往作中介。
这种状态表现为纯粹的体力劳动。
一是人被暴力所强制，在被强制者与强制者之间，无精神与交往为中介，而仅仅是直截了当的暴力。
这两种状态在本质上相同，前者可被视为对物施以暴力，后者是把人作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无言的
、非精神性的特征。
　　在希腊人看来，言说以及在言说中体现出来的人的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希腊
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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