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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西方思想史上未易一言以断的哲学家。
霍布斯的理论具有看似复杂矛盾的性格，有人说他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的开创
人，还有人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和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
台湾学者钱永祥在一篇文章中系统总结道：霍布斯是第一批有意识地营造近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的
思想家之一，他发展出了最有代表性的理性自我主义伦理学体系，他是康德之前的康德主义者，是最
早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英语哲学的开创者，近代意志论政治思想传统的缔造者，是第一位从理论上说
明新生的近代国家之特质的绝对主权论者，他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发端人，还是法律实证主义思想
的渊源所在。
从这一长串角度各异的评价和定位就可以看出，霍布斯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占据怎样特殊的地位，
而对其思想的分疏和解读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无论在西方自身的语境，还是中国的西学语境中，霍布斯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杆式人物，特别是在
政治法律思想史中，霍布斯和他的著作具有不朽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霍布斯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有汗牛充栋之成果，从近年来的汉译名著中即可见一斑。
曾经风靡大陆学界的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均有针对霍布斯的专门论著，他们对霍布斯思想
的探幽发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自己的思想脉络。
由此可见，霍布斯的学说不仅有着思想史的意义，同样还可以成为贯通近代、当代与未来的津梁。
不过，相对于西方霍布斯研究的丰硕厚重，我们汉语西学中的霍布斯研究可能尚处于蹒跚起步阶段，
如常言所说，对于那些貌似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其实知之甚少。
而且，汉语学界对于霍布斯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在于哲学和政治学领域，法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可谓凤毛
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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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霍布斯唯物论的公民科学蕴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
作为近代个人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他的理论前提和结论均与宪政的追求相一致。
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造国家、民主和法治等宪法学基本概念，通过霍布斯的分疏、组织和论证，
构成严密的公民科学理论体系，而权力制衡原理则可以说已经蕴藏在自然权利之中。
权利保障乃宪法之精髓。
公民对于利维坦的恐惧立足于其自我保存的激情，利维坦喻指的现代国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性格，
其根本组织原则是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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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栋，1968年生，安徽肥东人，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宪政理论和宪政史方向研究
。
1987年入徽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毕业后执教于皖南一乡村中学，翌年调入乡政府工作。
1995年通过全国法院检察院系统补员考试，先后在县法院担任书记员和助理审判员。
1999年攻读西北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生，2002年获硕士学位。
2006年攻读中国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2009年获博士学位。
主要学术著述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合著)。
代表性的论文有《论美国联邦宪法的程序规则》、  《严复的立宪国概念考绎》和《行政案件司法审
查适时性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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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霍布斯研究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馆藏外文文献数量增长较快，译介的著述和研究文献也日益增
加。
但是国内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这与霍布斯政治哲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且目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霍布斯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上，从宪法学视角的研究付之阙如，当然这个方面
的研究即使在国外也似嫌薄弱。
尽管如此，国内外的霍布斯研究成果显示出霍布斯思想的自由主义内核，这为人们从宪法学角度研究
霍布斯奠定了基础。
毕竟，宪政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虽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自由主义为宪政提供最为根本的哲学论证
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我希望自己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侧重于从宪法学角度来认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在这个方面，我依托的主要研究成果除了前述三种霍布斯阐释传统之外，还包括约翰·华特金斯、奥
克肖特、理查德·塔克、科尔曼和小詹姆斯·R.斯托纳的智识贡献。
华特金斯的《霍布斯的思想体系》坚持认为霍布斯的思想是一个融贯的体系。
这给我们整体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提供了帮助，实际上，也惟有在这个体系当中，霍布斯的公民科学
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
此书的另一个贡献是论证深入翔实，可以帮助我们对霍布斯的公民科学作准确的领会。
这是一本具有论战及论证性质的作品，其主题是探讨霍布斯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华特金斯尝试要回答一个问题：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蕴涵于其哲学观念中有多少？
答案是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根本要素皆蕴涵于其哲学概念之中。
这个答案意味着霍布斯的观念构成一个系统，一个逻辑融贯的整体。
这个命题的意义在其对立的论点——“泰勒－瓦伦德问题”，华特金斯反对此论点，因此，如他自己
所言，虽然他对霍布斯作品某些部分有新颖的解释，但其贡献不在于对某些观念的新诠释，而在于把
这些观念串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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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愉已愉人，多少有些类似雕刻工艺。
将一块石料敲打琢磨成器，其间有艰辛，更有欢欣，尤其是心血和灵感凝结为触手可及之物的时候，
作者的喜悦必定有甚于他人。
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匠人，虽然自己的作品已经完工，却为它的粗糙而感不安，想到那些对我有所期
待的人们，更觉惶恐。
我们处于祛魅的时代。
在一个广漠的陌生人世界里，人们只能“相忘于江湖”。
但是，人对价值的追求，对自己灵魂的呵护，对终极意义的探寻，是永存的，它存在于最小的团体之
中；在个人的友爱之间，保持着对至高善好的追求。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我有幸跟随王人博老师研习宪政精义，有幸加入他的团体，“泉涸，鱼相
与处于陆”，因而我们师生关系的“相嘘以湿，相濡以沫”之情更加令人难忘。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王人博教授和马新敏师母！
并感谢徐爽博士、邓毅博士、刘小妹博士、孙德鹏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同窗对我的深情厚谊！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期间，有幸聆听廉希圣、焦洪昌、李树忠、蔡定剑等教授的教诲。
我的入学复试、中期考核和开题答辩的全过程都有几位老师的身影，我学业的每一重大步骤均离不开
几位老师的教导。
焦洪昌老师在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后一直很关心，每次见面几乎都不忘询问我的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
。
各位老师的学问和人品是我永远的榜样，在此向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刘毅、宦盛奎、吴斌、杨科雄、王福平各位博士！
他们在年龄上都比我小，然而无论在待人接物方面还是在学业上都对我有积极的影响。
福平与我交往本不多，可是听我偶尔提及科尔曼的《霍布斯与美国：宪政溯源》等资料国内难以找到
，他热诚地几经反复，托友人从美国寄回该书。
本文的写作，从选题、资料的收集整理、观点的讨论乃至论文规范的设计，我从他们那里受益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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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霍布斯公民科学的宪法原理》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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