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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又模糊，当代法国著名学者、巴黎高等商学院-欧洲管理学
院的教授菲利普？
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中尝试以历史为依据阐述自己的论点，即西方和西方文明是法治、民主、自由
、科学和私有制等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尼摩认为西方文化不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产物，而是由五个关键时刻或称“五大奇迹”在人类历史的
长河中逐步构筑完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这五大奇迹分别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
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及末世论，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最后则是发生于
西方国家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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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菲利普·尼摩 译者：阎雪梅菲利普·尼摩，法国哲学家，1949年生人，毕业于法国圣克
鲁高师，先后任教于图尔大学和奥古斯特·孔德学院，现为巴黎高等商学院一欧洲管理学院的教授兼
巴黎高等商学院经济哲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早期致力于将奥地利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重要思想介绍到法国，同时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方政治思想史，探讨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兴起的缘由。
至今已出版了十余部论著，先后发表过数十篇论文，是享誉当代法国的著名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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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希腊的奇迹”：城邦，科学·依据让一皮埃尔·维尔南的希腊城邦的构成特征·公民平
等和法治自由·科学·学校第二章 古罗马人的贡献：私法，人文主义·在多民族的罗马国家里发明了
通用的法律·古罗马的私法，西方人文主义的根源·拉丁文学和雕塑的人格主义第三章 《圣经》的伦
理学与末世学·《圣经》的伦理观·《圣经》末世学·救世主降临说，千禧年说，空想主义第四章 11
世纪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教皇革命·耶稣再临人间的新条件·圣安塞姆的赎罪论与炼狱说·永
福，人类的事业，中保基督·宗教裁判所的大裁判长·理性的神圣化：古希腊科学和为《圣经》的伦
理观和末世学效劳的罗马法·形式因与物质因：文本传承的问题第五章 自由民主的来临·精神自由主
义·民主·经济自由主义·自动组织秩序及其反对者第六章 西方文明的一个普遍方面-自由民主，知
识和生产力的划分·人口爆炸及其意义·法治社会和市场的普遍价值第七章 致力于一个西方联盟·西
方的边界·边界扩张，教育问题·西方联盟结论中文版后记附录 自由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源流
·古希腊城邦的“法治自由”·斯多葛主义的天赋权利论·罗马法作为科学的法律·罗马法作为私有
制的根源·《圣经》，一场宣告了重大社会变动的道德革命·“教皇革命”的理性主义，托马斯主义
·普通法的传统·天主教会的民主传统·“日耳曼人的”自由？
·结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什么是西方>>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希腊的奇迹”：城邦，科学1．依据让-皮埃尔·维尔南’的希腊城邦的构成特征希腊城邦
的诞生借力于一次灾难：公元前l200年左右，存在于希腊土地上的迈锡尼式的神圣君主集权制的灭亡
。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经过这些黑暗世纪的酝酿，最终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城
邦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和历史演变的“跃进”。
让一皮埃尔·维尔南用下列特征形容这个由古希腊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希腊七贤”和他们的同
路人）所完成的突变：1）君权的危机。
城邦的出现导致了迈锡尼文明里所有社会职能集于神圣国王一身的巫师宗教权的解体。
国王的职责此后由军法官、法官、执政官、祭司等多位高级官员共同承担。
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制。
政治权力成为集体权力，被置于共同体中，成为“所有人的事务”。
2）公共空间的出现。
迈锡尼文明的王权被封闭于王宫的秘密空间，而在新出现的城邦里，执政官的权力是公开的，经考古
学证实了用于召开公民会议的政治集会广场的存在，它的出现、文字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以及把这些
思想诉诸不具名公众的评判就是权力公开的证明。
法律法规书写成文。
文字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
正是在希腊城邦的背景下出现了可以视为书籍的最早的文本。
3）言论和理性的提升。
因为权力被公开于政治集会上，而且可以受到任何人的质疑。
在预存异议的情况下，并且在兼顾大会全体参与者的心理和听取能力的条件下，决议和立法只有以客
观而普遍存在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本身也经过有理有力的论证）说服了所有参加大会的公民之后才
有可能得到执行。
因而在维尔南看来，理性思想和演说艺术是被权力的公开化直接引入新生城邦的两大精神创造。
后来，一些科学——逻辑学、辩证法、修辞学——使得理性辩论和演说艺术的方法和形式逐渐规范化
；但是这些科学只集中于政治集会上即兴出现的演说和辩论手法上。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社会步人了公共空间的时代，其成员们的生活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相似和平等。
事实上，既然确保一个人在其共同体中的地位的关键不再是他所承担的巫师宗教职能或者他在家族中
所拥有的地位，而是一方面取决于他在与其他公民处于同一级别的重武装步兵方阵中的战斗力，另一
方面取决于他在政治集会上进行理性辩证的能力；既然在公共空间，中肯客观的反对意见既可能来自
贵族，也可能来自最弱小的公民，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取代其他公民，与其他公民之间可以相互交换
。
一个在法律面前与其他所有人平等的抽象概念的人出现了，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双重含义：所
有人都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参与制定法律。
“适度”的美德取代了那些被《荷马史诗》颂扬的贵族道德，而这些贵族道德从赫西俄德开始被批判
为过度、无秩序、不公正和暴力的根源。
由此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公民：意识到并且希望自己与同类在法律、理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尊严方
面保持平等的公民。
5）宗教的巨变。
古希腊人在如此发明了被公众理性统治的国家之后，又自相矛盾地发明了宗教——或者说，至少是我
们现代西方人所称的宗教，也就是说某种自人类到上帝的“纵向”关系。
在它之前的宗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横向”联结群体的，是社会联系的唯一的和必须的形式，是经
由与神话相符的祭祀仪式而来的暴力宣泄所确保的社会秩序的纽带。
然而，自那以后，确保社会秩序的责任由国家承担，国家实施法律和惩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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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宗教不具社会功用。
的确，宗教没有消失，但是它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1）随着对关系到城邦及其领土的城邦守护
神的祭祀的发展，宗教信仰从属于国家，这样的现象等同于对宗教的抵消（因为是由政治统领宗教，
而不像之前古代社会的相反情况）；（2）与之相对，出现了一些私人宗教情感形式，例如秘密祭礼
、兄弟会、对神的哲学思辨，这就是后来的西方人所称的“宗教”。
6）自然与人为规定的区分。
只有在与古代神圣君主制国家相关的最后一个转变发生之后，“希腊的奇迹”才最终完成，这个转变
即法律自身的人为规定性使得它可以被自由修改的观念以及社会秩序可以接受批判和改变的观念。
于是出现了本义上的政治，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当时既有的社会习俗和等级的范围内确定一个集体行
动之类的行政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早在神圣君主制国家就已经出现，人类学家们甚至指出过去一直
如此，而且现在那些“无国家的社会”里仍然如此），而是一种以社会生活准则自身为基础的彻底讨
论。
这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与自然秩序相比而言的社会秩序的自律性，也就是说意识到了这样一
个事实，即存在两类不同的秩序，一类秩序是超验性和不可触犯的秩序，这是“自然”秩序，另一类
由人类创造的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并遵从批判和变革的人造秩序，即产生于一个“规定”的人为秩序
。
这个观点在公元5世纪后六七十年的时间，即在古希腊诡辩者的时代里已经有了明确表述。
西方经由古罗马人继承了这些演变，它们把古希腊与在它之前的所有社会都远远拉开了距离，因为这
些社会，无论是在古希腊之前的古代社会，还是古代近东的早期国家，都仍然实行神圣君主制。
2．公民平等和法治自由古希腊人通过这些革新创立了以法治国的原则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自由的
原则，近代的法治国家就是在此公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因此，既然公民被要求遵守的只是一条对人人都平等的不具名的一般规则，而不是来自国王、家族尊
长、在广大社会范围内等级地位更高的一个有自由决定权的人的个人指令，而且，既然这个规则是公
开的、事先已了解的、明确和稳定的，公民始终会事先知道自己如何作为才不会屈从于任何人的强制
。
既不与其他公民发生争执也不和国家发生争端，这只需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
因为有可靠的认识工具来预先了解合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他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独自决定
自己的活动，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因此希腊人所发明的公民这一表达方式创造了个人自由，以西方人始终理解的自由概念上的个人自由
（从这方面来看，无论后期罗马帝国、蛮族各王国还是封建制都代表着一种长期倒退）。
当英国政治哲学家们构思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和法律至上原则的表达方式时，他们只是以自己的语言
重新表述了希腊公民的古老理想。
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读到了这个理想： 法治比人治即所有公民中仅仅一位公民的个人统治更 
好，而且根据这个同样的观点来看即使这种统治方法比某些人执掌权力更好，我们也仅仅应该把他们
视为法律的守护者和法律的臣子⋯⋯希望实行法治，似乎就是希望上帝和理性 的绝对统治；反之，希
望由一个人来统治，就是同时想要一个野兽的统治，因为非理性的欲望恰恰具有这种兽性，而且情欲
扭曲了领导者们的性格，即使他们是所有人中最有德行之人。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个由人民而非法律执政的政体不是一个自由政体，因为在这种隋况下人民就如
同—个“集体君主”。
一个自由政体的构成特征，不是以所有人的名义发布命令这个事实，而是只存在一般规则、没有特别
命令的事实。
法官或执政者只有在填补不可避免的法律空白的情况下才发布特别命令。
因此归根结底，希腊人所发明的并非人们惯称的民主，而是“法治国家”。
以在雅典推行公民权为标志完成的精神革命的一个极有意义的特色是城邦保留给外国人的身份。
伯里克利在他那篇由修昔底德复述的著名葬礼演说中所提到的，雅典欢迎为数众多的“居住在雅典的
外国侨民”并且赋予他们主要的公民权，而且首先是长期居住在城邦的权利。
正是因为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构建了城邦和公民的抽象概念，人们才能够加入这种独立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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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和种族所属关系之外的新型群体。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接受其建立基础并非为同一个原初共同体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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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西方》作者尼摩以实证和解析的方式描绘了这五个演变性"跃进"后，指出西方文明是上述借
用的混合体，虽然它是一段独特历史的结果，却具有一些真正普遍性的特征。
 把西方的现代民主和中世纪的政治神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或许是作者最大胆的观点。
他反对世俗主义者、多数基督教和自由进步人士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多数特征归结于文艺复兴或者激进
的启蒙运动的常识，而是认为中世纪的变化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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