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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收录了代议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代议制的弊端和防范、黑格尔的政
治思想、寻求承认的斗争与国家的起源、理性国家对自由的实现、理性国家的形成：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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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玉军，男，1978年1月生，山东昌乐人，哲学博士。
1995年至200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
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
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出版著作《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人民出版社，2011），译著《经验
及其模式》（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美国中小学社会课教学策略》（华夏出版社，2004）
等多部。
先后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2010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
“百人工程”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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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何实现共和宪制：分权制衡理论 三设立中立权之必要性 第二节自由主义观 一“适用于所有政府
的政治原则” 二个人自由及其保障方式 三从“古代人的自由”到”现代人的自由” 第三节君主立宪
思想 一君主立宪制国家中的权力分配及保障问题 二“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学原则” 三迈向
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第十章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 导言 第一节自由观 一多维自由观 二自由的辩证法 第二
节现代专制主义的起源 一专制主义的社会特征 二专制主义的文化氛围 三专制主义的工业倾向 四专制
主义的政治潜在性 第三节现代专制主义的谱系 一个人专制 二多数专制 三监护性专制 第四节专制主义
的疗方 一公共道德的养成 二政治教育的灌输 三公民宗教的陶冶 四政治体制的参与 第十一章密尔的政
治思想 导言 第一节功利主义的提升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二对边沁功利学说的修正和发展 第二节自
由理论 一多数人的暴政 二群己权限 三自由的范围 四有限政府 第三节代议制理论 一代议制政府是最理
想的政府形式 二代议制的弊端和防范 第十二章黑格尔的政治思想 导言 第一节寻求承认的斗争与国家
的起源 第二节理性国家对自由的实现 第三节理性国家的形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一家庭 二市民社会 
三国家 第四节理性国家的政体 第五节理性国家与战争 第六节世界历史及其终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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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居住地和年龄等因素，而是能否成为城邦中的政治阶级，从事一定的政治活动。
所以，他强调：“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
求。
”即公民就是城邦中拥有参与一切政治活动的人们。
公民的特征就表现为自身有德性，有能力，有闲暇时间，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仅强调公民的政治本质，还强调公民的经济本质。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阶层哲学王和军人是不能有私有财产的，他们拥有政治权利但没有经济权利
；劳动者阶层拥有经济权利却没有政治权利。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剥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因为在城邦中拥有财富的人必然要谋求政治上的权力，而掌握政治统治权的统治者阶层也不可能只凭
借知识和荣誉获得稳固的统治权力。
 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和经济地位在希腊城邦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事实，所以他认为，城
邦的公民应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城邦的统治阶层、特权阶层，包括保卫城邦的军人、治理城
邦的贵族、管理具体事务的官吏以及掌握宗教特权的祭司；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产阶层。
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外在的善和内在的善统一了起来，看到了公民的自身德性是其成为公民的内在根
据，同时还必须具备外在的经济条件。
只有二者很好地结合，公民才能展开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实践。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创立古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其政治学研究的又一大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概念体现了城邦的善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
一个优良的政体，一定要有助于公民通过实现自己的德性来追求城邦的善。
在城邦中，公民所处的职位和社会地位不同，他们所处的政体性质不同，他们的德性也有所差别，对
善的追求也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城邦来说，公民的德性又是统一的，即实现城邦的至善的追求。
因此，从个人的德性来看，公民的德性是不同的，有的公民具有统治者的德性，有的公民具有被统治
的德性；但从城邦角度来看，公民的德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城邦的公正原则，保证城邦正常的政
治秩序。
 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
这决定了公民的内涵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一个特定的城邦，其公民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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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政治思想史》对西方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卢梭
、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分十二章分别进行分析。
全书对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对基督教的政治哲学观点以及黑格尔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
分析，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鸟瞰式的描述，可以视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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