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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与特性》

内容概要

要理解普芬道夫对宗教和宗教宽容的态度，应该特别关注《神的封建法》，可以把它看作萨缪尔·普
芬道夫编著的《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与特性》的补充。在后期的著作中，普芬道夫阐明，宗教宽
容只是多种处理宗教异议的手段之一。只有在宗教或教派的重新联合已经不可能时才可以运用。在普
芬道夫看来，基于神学体系包含了得救所必需的基础性规定，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重新联合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相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分歧永远不能克服，本书以及当时的欧洲政治环境都有
助于解释普芬道夫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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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缪尔·普芬道夫，17世纪德国自然法哲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和阐释者，近代欧洲杰出的政治哲学与道
德哲学家。是洛克、莱布尼兹、维柯、卡迈克尔、沃尔夫、哈钦森、休谟、卢梭和亚当·斯密等伟大
启蒙作家思想的滋养者或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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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英文本编者导言
英译者导言
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和特性
1.公民社会建立之前的宗教
2.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向上帝负责
3.在自然的自由状态中同样的事如何进行
4.家长最初拥有对宗教崇信的照管
5.公民社会不是为宗教目的而建立的
6.臣民在宗教事务上的观点从未屈从于主权者的处置
7.在教会事务上主权者根据自然法拥有何种正当的权力
8.启示性宗教的性质
9.犹太人的教会和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盟
10.谁是犹太教会的最高首脑
11.基督教和犹太教截然不同
12.对摩西为犹太人共同体奠基行为的一些思考
13.当我们的救世主在地上建立教会时，他做了些什么
14.基督不是新共同体或国家的创建者
15.基督没有任何领土
16.基督没有行使主权权力
17.基督只有作为教义阐明者或教师的职责
18.使徒传播我们救世主的教义
19.使徒仅从上帝那里得到权力、独立于任何人间权力
20.使徒从来没有承担命令他人的权力
21.教导的权力是否意味着间接命令他人的权力
22.赦免的权力是否意味着任何主权权利
23.可以从赦免罪孽中理解什么
24.在谁的名义和权威下使徒们行使赦免的权力
25.这一权力的本质是什么
26.圣保罗是否被授予了针对其他使徒的特权
27.开除教籍的权力是否意味着主权权利或管辖权
28.委任给使徒的权力没有丝毫与主权权力相像的地方
29.基督之国丝毫没有世俗主权的意思
30.教会是不是一个国家
31.早期教会的条件不允许其中有至高无上的主权
32.教会的内部结构与国家也截然不同
33.教会里的教师与国家中的统治者之间有重大区别
34.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会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
35.基督徒没有必要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下
37.使徒时代调解争议的一个例子
38.关于教会会议（council）的性质和作用的观察
39.教会在什么条件下服从于异教统治者
40.基督教君主统治下的教会处境
41.教会没有改变它们作为一个社团的性质
42.君主不能被当作监督
43.基督教君主保护教会的义务和权利
44.君主对教会事务的权利之一：一般的视察
45.君主对教会执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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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召集教会裁决会议的权利
47.涉及教会戒律（discipline）的君主权利
48.涉及制定教会规章权力的君主权力
49.主权者作为公共安宁的保卫者，对教会事务有什么样的权力
50.关于在一个国家中宽容几种宗教
51.主权者在宗教事务上不应被阿谀奉承者误导
52.主权者的权利有时以宗教借口遭到侵害
53.关于改革的权利
54.在没有主权者同意的情况下，臣民是否可以从一个错误的宗教里分离出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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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与特性》

章节试读

1、《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与特性》的笔记-第2页

        2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
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
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找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
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
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
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
息自己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问题，
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历史命运。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27基督没有任何领土。基督自己却曾说过，他如此贫穷，乃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总是与获取财产或
土地的企图如此遥远，也从不鼓励他的追随者去这样做，因而他终其一生宁愿选择活在别人的领土内
，授受公民社会的管辖。

Page 6



《就公民社会论宗教的本质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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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