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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
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
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
人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
。
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
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
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
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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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没有包括原始社会的政治学说，这本书的范围既不同于政治学史，也不同于政治文学史，比政治
学史较广，比政治文学史较狭。
本书以欧洲亚里安人的思想为限，偏重法律观方面，分为上、中、下三卷，介绍了为希腊政治学说的
背景的希腊各种制度、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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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邓宁，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
邓宁教授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20世纪早期中国政治学和公法类留学生最为
向往的美国大学之一，因此旁听和选修过邓宁政治理论史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
他曾经指导学生完成他的博士论文《T．H．格林的政治学说》（1920年）。
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政治学说史》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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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学说史·上卷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三、国家的组织——宪法、公民、政府在讨沦宪法之前
，亚里士多德先批评了各种有声望的，实际的或理想的，政治制度。
斯巴达，克来蒂（Crete），及迦太基（Carthage）诸国的宪法；喜坡达马斯（Hippoamus），法里亚斯
（Phaleas）及梭伦诸人所定的或计划的制度；在《政治学》第二篇中都有叙述与批评。
而这篇的最重要的一部，则在严酷的——有时很不得体一一批评柏拉图《共和篇》及《法律篇》中的
思想。
以他的观点，以他的方法，去批评柏拉图的学说，自然很容易找出其中许多弱点：其最值得注意的，
是他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攻击。
他也承认国家必须有整一性，但他以为柏拉图的方法只会弄巧反拙。
柏拉图以为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就会以同样的爱去爱全国的孩子，亚里士多德不以为然。
他以为，“所有”是爱的根源，不认识自己的孩子结果就会不爱任何一个孩子。
他又以为，要得到社会的调和，共产制也不如私产制好：公产常引起共有者间强烈的争执，而不能使
人发生“与朋友共”的慷慨态度——这态度是与私产相联的。
他以为柏拉图的国家整一观念根本就已错误。
整一不能说各个人都要完全相同。
说个个国民完全相同是国家的整一正如说个个音调完全相同是音乐的和谐一样悖谬。
要得到国的整一，只有不同的个人或为治者或为被治者，各如其分的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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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学说史(套装共3册)》：民国学术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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