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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精神为指导，以当代中国
政治文明建设为旨归，从基本理念、逻辑理路、演进脉络、理论困境及整合超越等维度，对西方近代
以来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进行了批判性的深入剖析与全面总结，揭示了近现代西方诸政治哲学流派之价
值立场、社会功能及其理论得失，滤括出近现代世界政治哲学流派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
作用机理，呈现了支撑近现代世界政治生活的观念基础与理论图景，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等，提供了重要启迪与深刻启示。

《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由王岩、施向峰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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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岩，男，1964年生，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学科
带头人。
任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整合·超越：市场经济视域中的集体主义》、《西方政治哲学史》等学术著作7部，在《哲学
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国家级项目5项。
主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获国家级精品课程。
获第六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施向峰，1978年6月生，江苏海门人，法学博士，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多
年来从事政治学、法哲学与政治哲学教学与研究。
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基金项目多项，主持市级科研基金项目3项。
曾在《中国行政管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道德与文明》、《国外理论动态》、《学海
》、《理论探讨》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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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反对分权学说，但基于对自由的珍视与渴求、对“人生而自由，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
人文困境的同情与救赎，卢梭断然否定了“主权在君”的主流认识，提出“主权在民”论。
自此，主权归属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卢梭将主权无限且不可分理念与人民而不是君主或贵族相联系
。
既然主权在“民”，再行“阶级分权”已无必要；倘若人民或者人民代表掌握绝对权力，则也不存在
侵犯人民自由之政府了，分权反而不利于政府高效率地“为人民服务”。
其理由也一目了然：“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如此，集权对自由就不仅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更为必要而有效的保护。
可见，如果说布丹、霍布斯因其君主专制主张而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那么卢梭的开创民主
理论新纪元的“主权在民”观念在民主化浪潮日益汹涌的当代，无疑对分权学说构成了持久而有力的
冲击。
 （二）“权力分配”：凯尔森规范主义理论对分权学说之冲击 “凯尔森通过颠覆传统的权力概念来
消解分权理论，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周永坤先生所讲的凯尔森对分权学说的“釜底抽薪”式的颠覆，主要通过以下三步来完成的。
凯尔森首要的工作是否定作为三权分立基础的三种国家职能的存在。
他指出：“国家的基本职能并不是三个而只有两个：法律的创造和适用（执行），并且这些职能并不
是对等的而是上、下等的。
”如此，不仅三权分立之“三权”不复存在，就连“两权”（立法权与执行权／“两院”与“一府”
）之间也基于“一边倒”的非对等关系而不可能真正形成相互制衡局面。
紧接着，凯尔森又指出即便是“创造法律”与“适用法律”这两种职能的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定
将它们相互分开的界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的创造和适用之分，作为基础的立法权和（最广义的
）执行权的二元论，只有一种相对的性质，国家的大多数行为都同时既是创造法律又是适用法律的行
为。
将法律的创造分给一个机关而法律的适用（执行）又分给另一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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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试图从不同层面对西方近代以来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进行
多维透析和理性批判，力图在全面准确介绍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基本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揭示
它们与西方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这些流派的阶级实质、社会功能以及理论得失，
为我们理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提供一个基本视角，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借鉴
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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