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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过：“政治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
”自从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入文明，就开始了政治实践活动，就有了对政治学的需要和研究。
政治学是对政治、国家及其活动以及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是一门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权
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
研究政治学对于我们认识政治现象，掌握政治规律，在公共管理和人才培养中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政治学要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最高学问。
在政治学的鼻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人类的最高学问，是社会科学的“王
冠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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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政治学的鼻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看来，政冶学是人类的最高学问，是社会科学的“王
冠学科”。
学习政治学对十我们认识政治现象、掌握政治规律，在公共管理和人才培养中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本书采用直观的图文呈现手法，引人“图说”理念，用通俗易懂的叙述晤言讲述政治学的发展历史，
记录政治学大师的人生历程，阐释政治学的重要理沦，文字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文化性和趣味性
的统一。
同时，通过创新的体例和新颖的版式设计等多种视觉元素的有机结合，营造出一具具有丰富文化信息
的多彩阅读空间，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闱中跨越历史的间隔、文化的差异、专业知识的障碍，
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政治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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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揭开政治的神秘面纱进入政治学领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
这一问题看起来简单，但要很好地回答，并非易事。
事实上，寻求一个确凿的关于政治的定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许多政治学教科书开篇先给政治下一个标准的定义，试图在此基础上，阐明一套逻辑一致、自成体系
的政治学基本原理，这种做法往往是徒劳，甚至还会带来误导。
因为至今寻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所接触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反映的不过是
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多种思考之中的一种。
至于什么是政治问题，还是让我们从政治现象谈起。
人类以词语来描述特定的现象，因此，理解一个词语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我们使用该词时指的是何种现
象。
这就是说，当我们用“政治”一词时到底指何种现象。
而各个时代、各个文化中的人们，往往对“政治”一词的理解又有所差别。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大可不必苛求于找到一条判断政治现象的唯一标准。
重要的是从对话的情境中去理解人们说“政治”二字时指的是什么。
一般来说，人们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倾向。
政治领域：游移不定的边界广义的政治概念，所指的包括人们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
题是公事而不是私事，涉及的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团体，而不是单个的个人。
这样，“公”与“私”的区分可以看做讨论政治现象的前提。
在国家形成以后，政治往往与国家这一公共权威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国家大事就是政治。
例如，国家领导人的换届、政权的更替、新政策的实施、两国元首互访等，显然是政治问题；而家庭
琐事、爱情与婚姻、个人求职、企业管理等，显然不在常识所认为的政治问题范围之内。
不过，政治的边界有时十分模糊，某一其他领域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会上升为政治问题，或被当成
政治问题来处理。
例如，足球赛本是体育活动，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两个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不友好国家
之间的足球赛，就可能具有政治性质，成为政治事件。
西方文化里“狭义”的政治狭义的政治概念，特指民主政治。
所谓民主，就最基本的含义而言，可理解为公民参政议政。
尽管政治实践与政治思考在各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只是在西
方文明中产生。
具体说来，是古希腊人首创了这门学科。
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实践，使狭义的政治一词从最初起就有了特定的民主内涵。
这样，“政治”作为一种处理公共问题的方式，与“独断”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政治意味着人们走到一起，相互交流，各抒己见，从而进行决策；这样，政治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人
们就公共问题相互谈判、协商直至达成妥协的过程。
所以西方的政治学家会告诉你：政治生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按照这一理解，中国古代的帝王统治下的帝国，其实没有政治生活，因为在这一结构中，帝王与百姓
的身份是不平等的，专制君主可以不必求得百姓的同意而作出决定，甚至可以随时剥夺个人的财产，
乃至消灭人的生命。
所以，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有“治”而无“政”，有官僚统治而无公民政治。
当政治被理解为“权术”就感情色彩而论，人们使用“政治”一词，也常有褒贬之区别。
尽管中国儒家文化以“积极入仕”来教育读书人，人们也对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显亲扬
名的人刮目相看。
但是，政治一词有时也在贬义的场合中使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的朋友提醒你，某人是政治动物，是搞政治的，你要当心点！
那么这位朋友并不是在赞扬此人，而是说这个人精于权术，以搞关系、拉帮派、玩阴谋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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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政客”就是专用来指这样的一类人。
事实上，把政治理解为权术的运用，政治领域成了藏垢纳污之所，成了政客们无耻的争权夺利的场所
，倒也体现了一种类型的政治现象。
人们也常常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吃人，两山老虎也有利齿；西
瓜滚到京城里，只有芝麻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这些俗语中反映出的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活动的许多典型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
“内圣外王”：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但是政治思想却十分
丰富。
由孔子、孟子所开启的传统儒家的学说，既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也是关于“为政”的学问。
儒家传统把做人与为政结合起来，把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
儒家教育培养读书人，同时也就是培养官员，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得读书人常感壮志在胸而时刻
准备应皇帝的召唤，尤其在科举制兴起后，读书与做官更是紧密结合。
北宋宰相赵普说他自己凭借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儒家经典所包含的政治学智慧。
中国古人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从“格物”到“齐
家”，都局限于私人领域，但“治国、平天下”，则是政治问题。
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辩论会，辩题正方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反方是“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
不管正反两方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扫一屋”与“扫天下”的区别，所体现的恰恰是家庭私人
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的分野。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志向。
“学而优则仕”，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随时准备成为一名政治人，“扫天下”被看做是值得追求的人
生目标。
不过，中国古代人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的理念，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多少都与忠、孝、节、义连在一起，“民本”思想大胆提出“民贵君轻”、“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古代民本的前提仍是皇
权专制，与民主仍不可同日而语。
对古代士人来说，往往忠于国家等同于忠于皇帝，由此不免造成人格的扭曲。
当然，也有坚持真理和道义而逆龙鳞、批圣听的死谏者。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代中国的政治教育当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的使命，大力普及公民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而这里也涉及到政治主体的根本转变，这就是从“臣民”转变为“公民”。
 政治人：从臣民到公民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臣民与公民的区别，体现着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区分。
中国古代关于“民”的概念，总是与“君”、“王”相对而言。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孔子的政治理想，简单说来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像君主，做大臣的要像大臣，做父亲的要像父亲，做儿子的要像儿子。
怎么才叫像呢？
照孔子的意思，其实就是君臣有别，长幼有序，言行举止合乎礼法。
从根本上来说，儒家政治维护父权，维护君权，坚决反对僭越。
而这一理想，落实到现实生活的礼仪中，从臣对君、民对官的跪拜礼中便可以看出来。
从理论上讲，中国古代君王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力，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法的限制。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伴君如伴虎”等俗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的紧张。
而公民则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
只有在民主社会，政治主体才是公民。
公民享有权利，同时承担公共义务。
公民概念在中国是现代概念，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西方则是另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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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政治就是一种公民政治。
不过，在西方，古代公民与现代公民含义也发生了变化。
古代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他们要亲自参加决议、管理、审判等活动，要自备武器随时准备战
斗，公民为城邦而生，城邦也因公民而具有活力。
而现代公民则大多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人们甚至可以安于一己私域，做一个政治冷漠的“消极
公民”。
在现代社会，政治领袖虽然在事实上拥有独特的影响力，但其法律身份与普通人士是一致的，无论领
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他们首先都是一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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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政治学》特点：经典内容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讲述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记录政治学大师的人
生历程，阐释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文字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精美图片200余幅精美图片。
包括绘画、雕塑、人像、书影、遗址等，与文字相辅相成，在展示政治学领域的博大精深的同时，给
读者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和广阔的想象空间。
理想读本创新的体例、生动的内容、精美的图片和新颖的版式设讣等多种视觉元素有机结合，让学习
政治学知识变得轻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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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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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