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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民治政体（套装上中下）》是英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政治学学者詹姆斯·布赖斯的名著，
于1921年推出。
《现代民治政体（套装上中下）》作者基于自己的从政经验与考祭结论，对法国、瑞士、加拿大、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民主政体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民主体制的内涵、趋势、优点与劣势进行了
全面概括，素称为对现代民主政体最有利的辩护。
此中译本选用张慰慈先生等人七十多前的旧译，文笔典雅优美，译文准确生动，堪称译作中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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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詹姆斯·布赖斯 译者：张慰慈 等 丛书主编：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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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吉利自封建式的君主政体进到极端的民治政体足足有三百年的历史。
在这长期的政治演进中，一般的民众，无论乡村的农民或城市的工人。
除了1832年之外，都未曾有政权的要求。
旧制度之所以逐渐推倒，全出于上等阶级之一部分人的活动，得到中等阶级大多数的援助而已。
在这种政治演进的初期，真正的原动力完全在于宗教的压迫和政治的专横。
这两层弊端非把国王抑制于国会之下是不能免除的。
后期的动机则有好几种：（1）中下阶级经济的进步，势不能长处于被治的地位；（2）旧式少数政体
的流弊，使人民有根本铲除的愿望，而想创造较有力的统治；（3）两政党的竞争，每党都想用笼络
人心的手段取得政治上的优胜，所以大家都提出几条议案一面可得无选举权的民众之欢心，一面又可
得社会改良的思想家之同情。
至于抽象的主义，政治平等的理想，只有在四个时期中发生了些影响，就是“国内战争”时；“光荣
革命”时；受1789年法国革命思潮的传染时；最后是“宪章运动”时代，当时劳动阶级中已有许多痛
苦和不满意。
这些不满意的状况在1867年改革案以前已经消除了，所以和那次改革案的通过是无关系的。
总之，英国自1848年以来工业日见发展，而在社会主义未曾输入，工党未曾出现的时候，全国人都很
满意于国力的充实，商业的繁盛，制度的安定；而能用极和平快乐的手段把政体改革到圆满的民治制
度，他们竟不自知进步的迅速。
他们现在的民治制度实际上是不受宪法保障的限制，其前途命运完全寄托于国会中一院（下院）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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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民治政体(套装上中下)》：人文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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