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13位ISBN编号：9787563358687

10位ISBN编号：7563358684

出版时间：2006-02-0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4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内容概要

该书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六卷。
内容涉及政治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具体内容包括有民主制度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民主革
命论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等。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
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
令人感动的。
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吏学的观点。
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
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
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
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
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
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
这里只想对这些 “少作”略作交代。
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
浓厚的兴趣。
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电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料究提典型的模式
。
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吏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
和历史的特性。
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
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
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
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 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
《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
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
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
但是她认为这些 “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
不宜缺少的环节。
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
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
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
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
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
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
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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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l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堕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
座教授。
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
、《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
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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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远古的希腊，我们可看出民主不仪是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就自由人而言，它也要求经济上的平
等。
古希腊乃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
民主分子与寡头政治分子之争，追本溯源，也就是生活的斗争。
民主分子主张财富的平均分配。
依照希腊的宪法，人民替国家服务，应受酬报，这就是说，国家不能剥削人民，这是希腊人民为维护
自己的权利所提出的主张。
　　不过在内地国家与滨海城市，民主的着重点与程度有相当的距离。
存若干内地国家巾，政府是操在中产阶级的手里，当时只有这个阶级的人土有购置重装备充任步兵的
财力。
财产与智慧在这里显出相当的重要性。
掌握政权的人，在这类国家中，虽然仍居少数，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在希腊人眼中仍是不违背
民主的原则。
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民主乃是偏重农业国家的产物，因为农村的人口，由于交通的不便与经济的
困难，不便直接参与政治性的会议或工作，乐得由具有经济力的少数担负政治上的责任。
但在沿海的工商业的城市，情形就不同了。
这里有不少城市的工人的集中，参与会议甚为方便，用不着远道跋涉，耗费金钱与时间，所以基础较
大的直接的民主这条路容易走得通。
　　因此，在希腊虽然也有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地方，在城市国家中却只有直接的民主。
雅典的民主与近代民主的显著区别，乃是在雅典城中没有一般人民与少数统治者之分。
雅典政府的结构立意在乎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国政。
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指导会议与法庭的人员以及大部分公务员都足靠抽签决定，同时又规定任期甚短，
且不得连选连任，这儿乎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担任行政指导与司法职务的机会。
近代国家中的选民与具有财力及经验的任职终身的公务员是有显著区别的，在雅典则一切权力都直接
操纵在选民的手中。
虽然在选举时，选民也注意到个人的政治能力与其他精神的条件，但当时的趋势总是对于行政人员的
权力要加以牵制。
在十足民主的稚典，官吏与行政指导会议都是受制于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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