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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巨著，名副其实。翻译还有些小瑕疵。码历史/架空历史设定必备参考书。    
埃及-中国，共和罗马-联邦美利坚⋯⋯镜像般的CP可真不少。（第一）波斯帝国很有趣，有效的统治
却终止于暴力（战争）。
2、课上老师推荐阅读的书目，结合埃里克·沃格林、马克思·韦伯和福山的作品一起来读效果很好
。从历史的、而不仅仅是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学，既有趣也十分重要。翻译流畅，不仅仅是史料堆
砌，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治分析框架，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
3、修订后的翻译依然不尽人意，还有些王朝年表上的矛盾，也不知是原文如此还是校对之失。芬纳
的此书总体上并不“有趣”，因为它的主角不是人，而是制度，但制度的变迁是不会有太多戏剧性的
，并且作者也显然缺乏为了增强文本可读性而将其戏剧化的意愿。不过“枯燥”显然不能构成判断一
部学术专著价值的标准，使其减去一星的理由在于：芬纳费尽力气按不同文明和国家编排了所有章节
，但以其所选择的呈现方式，则“统治”的差别几乎只有现代/前现代、城市国家/乡村国家、有限君
主/无限君主、集权/分权这么寥寥几个方面的差别而已，而对各国统治中具体的特色，虽然书写的篇
幅不少，却重叙述而轻评价，最终也没有给读者留下超出前述差别之外的印象。自然，并不是说归类
法就一定不好；只是既然如此，又何苦按国家划分章节？
4、看完了中文序，不得不感叹。。
5、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更适用于比较政治学的分析，另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仍然不尽如人意。另外
翻译从阅读的角度来说还算顺畅。
6、分析比较得很全面。
7、这本书讲的主要是作者对于政体研究的一些概念的定义，此外还介绍了苏美尔城邦、古埃及王国
、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城邦、中华帝国（秦汉）以及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简
要历史，并用作者自己建立的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还给出了一些评价。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本非常
不错的书，一开始就用四种基本政治形态——宫廷（专制政治）、教会（神权政治）、贵族（精英政
治）和广场（大众政治）以及这四种形态之间的两两组合来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所有政体，
这让我很服，因为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公式，虽然是死的公式，但是对于我这种外行来说，算是给
我指明了一条思考政体的道路，无异于让我在政治哲学上面入了门。当然，后面讲那些历史的时候，
固然对于各个地区的历史讲得不错，但是还是有些讹误，比如将魏晋南北朝算入秦汉就是过于笼统。
8、满篇的注释全是引自什么什么书
9、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
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10、鸿篇巨制！
11、韦伯式的学者啊
12、对秦汉的研究和Fukuyama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互相补充。同时追溯了民主/共和的分别起源，探
讨State的定义。有的地方翻译感觉不太流畅，除此之外内容很丰富，数据也比较多样。
13、比较全面的政治制度史，详细解读了古往今来各国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 
14、让我觉得最有营养的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现象用简单的例子和词汇表达的淋漓尽致
。当当搞活动买的。还算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
15、自成一派的政治学，可惜翻译太烂
16、赵鼎新的中译序非常棒，芬纳的理论序言则需要认真阅读，概念性很强。
17、教科书的写法，贵在清晰。概念性序言里还是有些想法的。
18、案头书。
19、没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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