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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台湾政治学者萧高彦教授以共和主义思想家理论体系的阐述为主轴，并且辅之以思想史以及时
代问题意识背景，力图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想提供全面性的观照以及系统的分析。本书最初由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于2013年出版，此次中文简体字版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排印，为在中国大陆地
区首发。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典范，渊源于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思辨，并
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与现代民主政治及宪政主义结合，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轨迹。在清末民初，
也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追溯西方共和主义的思想史，分析的对象包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
亚维里、卢梭、孟德斯鸠、《联邦论》、西耶斯、康德、黑格尔，以及当代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施
密特与史学家斯金纳。作者以“史论”的体例，详细地分析了每一位思想家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
概念架构，以及论述精义。本书呈现了古典共和主义以权力平衡为核心的政治艺术，以及有现代政治
变迁的过程中，共和理念与宪政主义以及人民主权分别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宪政共和主义”与“民主
共和主义”的对立与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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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高彦，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并合聘于“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与台湾大这政治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思想史以
及当代政治社会思潮，研究主题则包括共和主义、民主理论、黑格尔与社群主义，以及现代国家观念
发展史等，著有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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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导论共和主义的系谱
一、前言
二、共和主义的意义及基本信念
三、古典共和主义
四、现代共和主义的两种进程
五、共和主义的式微
六、共和主义的复兴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与共和政制
一、前言：西方共和主义之渊源
二、思想脉络：希腊城邦的民主理念
三、政治学：德行、明智与立法
四、城邦与“政治统治”：《政治学》第1卷
五、公民身份：政治统治的民主要素
六、“政制”与统治团体：城邦政治秩序的寡头要素
七、政体分类及讨论
八、共和政制、中间政制与立法家的混合艺术
九、公民德行
十、结语：共和主义与民主政治
第二章 罗马与西方共和主义之奠基
一、前言
二、波利比乌斯：致用史学、政体循环与混合宪政
三、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四、结语
第三章 西塞罗与马基雅维里论政治德行
一、前言
二、西塞罗论述的脉络及分析架构
三、西塞罗论基本德行
四、西塞罗论效益
五、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论的基本取向
六、马基雅维里论政治德行
七、马基雅维里主义与现象世界的政治逻辑
八、规范论与秩序论：政治道德的两种典范
第四章 马基雅维里论现代共和的政治秩序
一、前言
二、马基雅维里政治秩序论之相关文献
三、马基雅维里政治秩序论的基本范畴
四、马基雅维里论政治秩序之构成
五、公民共和主义和政治决断论？——马基雅维里政治观的现代意义
第五章 卢梭的民主共和主义
一、前言
二、普遍意志与政治权利——共和原则之证成
三、政府之特殊利益
四、激进民主与政治神学
五、卢梭理论建构之检讨
第六章 卢梭论立法家与民族文化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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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家：议题的脉络及其人格特质
三、立法家以及政治空间之建构
四、立法家的创建行动与宪政体制之二元性
五、民族精神与公民结合作为政治现实性之动力
六、结语
第七章 《联邦论》中的两种共和主义
一、两种共和主义
二、超越孟德斯鸠：从古代到现代共和
三、宪政共和主义：隐蔽的人民
四、民主共和主义：人民正身的展现
五、制宪权的驯化：审议民主或正当性的持续奠基
六、结语
第八章 从共和主义到革命宪政主义：西耶斯的制宪权概念
一、前言
二、国民、宪法与制宪权：基本概念之初步考察
三、制宪权作为政治法律概念：西耶斯的革命宪政主义
四、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自由主义精神
五、恶性循环的克服与再现
六、国民民族建构的歧义：从构成论到历史主义
第九章 历史理性中的共和理念：黑格尔与宪政国家
一、前言
二、德国观念论与共和主义
三、市民社会的辩证与整合
四、国家作为“理性公民共同体”
五、“合理爱国主义”
六、合理爱国主义与历史辩证
七、结语
第十章 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与宪政理论：阿伦特与施密特的隐蔽对话
一、前言
二、问题的出发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创建论
三、施密特的宪政理论：民族之政治决断与制宪权
四、“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存在宪法”：从政治神学到罗马共和主义
五、超越决断式制宪之外：美国立宪的延续性立宪
六、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宪政原则
第十一章 斯金纳与共和自由概念
一、政治自由的意义
二、斯金纳论述之脉络：伯林的消极自由论
三、斯金纳对伯林自由论之回应
四、斯金纳对马基雅维里思想之诠释
五、法律的功能、目的及其根源
六、共和主义论述的典范竞争
结语 共和主义与当代社会
附录 “文化政治”的魅力与贫困
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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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暑假作业2】相当细致的共和主义思想史梳理，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的主轴恰如其分地勾勒出模
糊的共和思想发展历史中的焦点
2、很多篇以往就零散看过，只有几篇是当时找不到的，所以快速看完了。文本分析细致而不失大气
，可以给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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