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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上）》

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政
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上卷内容涵盖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教会时代西方政治
思想流变的主要脉络。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自1937年问世后，就
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在我国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此
次根据最新修订版译出的全新中文本，在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较之旧译本均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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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上）》

作者简介

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1880-1964），著名政治学家。1903年入康奈尔大学，1906年获
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康奈尔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大学里任教，并为美国哲学协会、政治学协会的会
员。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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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上）》

精彩短评

1、2010 2011年读电子版
2、没有买最新版的纸质书，反而是看了这本绝版的八十年代的译本，不知道语言上会不会有很大区
别。真心对自己的逻辑能力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失望透了，就是个糟蹋好书的脑子。
3、由于时代所限制，这个译本翻译的有若干处明显错误和编辑混乱的地方。但不得不说的是，比起
时下的很多翻译作品来说要好的多。【馆藏号：D091.21】。
4、正在选择性的读一些章节
5、不错的书。
6、我的政治入门书籍~~~
7、通俗易懂。
8、错别字很多，且编辑的不是很好
9、为考试而读的书~
其实还没有读完，考试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暂时放到“读过“一栏，今后再读吧。似乎邓正来先生重
新翻译过了，但没有电子版，所以懒惰的俺就只读有电子版的了。:（
10、第一本阅读的西方思想通史著作，忘了里面都说了些什么，不过听说版权的问题解决了，要再版
了，期待中．．．
11、多么痛苦的回忆。
12、好书
13、這個書翻譯的很好讀，但是有不少錯別字啊，校對很爛~~
14、让你的脑海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15、看的最顺畅的一本学说史
16、粗浏览之
17、借过n次的书，一直没读完
18、比徐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更好读。
19、研究政治的人不得不读的好书！
20、倪老师推荐的，虽然说是最简单的一本，但对于初学者来将依然很费劲，不过写的确实很好
21、我发现我夸下了海口，却顶破不了天，看这进度，别说这礼拜，就算这个月，黄敏先生的分析哲
学导论也不能读完，今天早上只能起来重读萨拜因的这本书打发时间。
22、原来卢梭还可以翻译成卢骚，长见识了。
23、伟大的古希腊政治思想

24、https://www.douban.com/feed/people/ctz110/interests
25、书是好书。但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实在不敢恭维——这是中译本么？翻译的是中文么？？
26、非常好的書，惜乎這個版本錯別字實在太多，有時甚至一頁就有數個錯別字，翻譯也略顯生澀，
鄧氏新版，不知怎麼樣
27、伊壁鸠鲁部分尤其精彩
28、历史主义~
29、是我的问题。加油。加油。

Page 4



《政治学说史（上）》

精彩书评

1、此书是我第一本接触的政治学说.遗憾的是,我无法深入的读完它,因为他和西方历史的交叉,和政治
事件的融合让我这个不懂西方历史的人无所适从.后来就不了了之.于是我又转向了斯特劳斯的政治哲
学.巧合的是斯的序言里刚好提到了这本书,还把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科学做了区分.于是我渐渐的
理解了拜因的思想内涵.他是从唯物历史主义的角度阐述政治思想的.虽然知识量庞大,但确实没有斯的
思想深刻.不过我还是强烈推荐一下.拜因的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感觉思想脉络十分清晰,线索很自然,特
别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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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上）》

章节试读

1、《政治学说史（上）》的笔记-第689页

        1.�对理性的反抗：
a)�自然状态与现实状态加以对比。
b)�“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堕落的动物”
c)�日常生活的现实，朴素心灵所遵从的信仰和德行
d)�没有虔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直觉，也就没有人格，没有社会
2.�作为公民的人：
a)�摆脱系统化的个人主义（洛克）
b)�霍布斯把战争状态归咎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公共的人，作为主权者的道德人格
c)�个人从社会中得到精神和道德的能力。基本的伦理范畴是公民而非人（道德人而非自然人）
3.�自然与淳朴的生活：
a)�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是虚构的，社会结合不可避免
b)�理想化的淳朴社会
4.�公意：
a)�契约的说法：同政府的权利和与职权毫不相干，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而没有独立权，因而不能
成为契约的主体；
b)�在成为社会成员后获益更多。
c)�社会有它自己的意志，即公意。
d)�法律规定的个人自由。
5.�自由的矛盾：
a)�公意过于抽象，根本无法推出个人自行掌握的范围。
b)�否定自我中心说，胁迫并非胁迫，而是你自己不了解你的利益所在。
c)�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公意代表社会幸福，
i.�公意只针对一般问题，为具体的个人留下空间；
ii.�公意与多数人的决定划等号，
d)�集体满足、非理性崇拜。
e)�排除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f)�作为一个集体却既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又无法将其付诸实行，集体主义的思想。
6.�卢梭和民族主义：
a)�“永远革命”的思想。
b)�民族爱国主义的理想化。攻击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认为缺乏伦理原则。
c)�将古代市民身份的理想加以改造，使之具有可为民族感情所用的形式。
d)�卢梭把平民伦理感情加以理想化的思想很快在康德那里得到回声。
e)�集体意志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思想。在德国哲学。
f)�自然法：把人从权威和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g)�卢梭的感情主义，理性就是要为习俗、传统和权威服务。
h)�黑格尔哲学把公意理解为民族精神，体现在民族文化中，依据自身的历史体制创建其组织机构。
i)�卢梭的概念极其抽象，（柏克，体制上的规约，英国人的传统权利与义务）公意仅仅是社会观念或
形式。英国的集体生命？公意从雅各宾束缚下出来，成为保守民族主义的一个要素。
j)�树立起感情的自主地位以取代自然法体系，
7.�对自然法体系的批判：
a)�大卫·休谟，
b)�洛克：不调和观念对自然法体系的渗入。
c)�自然法体系一开始就在理性的名义下纳入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
d)�旧的自然法体系—休谟。卢梭归之于善良情感，柏克归之于不断成长的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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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说史（上）》

2、《政治学说史（上）》的笔记-第38页

        開展城市的種種活動依靠公民們自願的合作，而實現這種合作的主要手段在於對政策的各個方面
進行自由而充分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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