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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学名著精要》

前言

我国自19世纪末以来，为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翻译介绍了西方经典著作，使西学逐渐为国人所知
晓。但西方学者思维，同中国传统思维有很大不同；西方学者思考的主题与中国传统思考的主题也大
异其趣；在中西方语言差异的基础上翻译原作也或多或少会出现原意失真。这些情况导致即使经过翻
译的西方名著，在中国也很少有人读懂。甚至高校的本科、研究生学子们，也视阅读西方经典为畏途
。所以，代表着西方先进文化积淀的西方经典著作，在中国难被普遍知晓。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没有对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而吸收外民族的先进文化，
首先是要了解、知晓其文化。尤其是在中国致力于民主法治国家建设时，迫切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法
学理论，完善我们的法治理念，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本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法学名
著精要》，主要遴选西方18世纪以前最具代表性的法学、政治学著作，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为蓝本
，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阿奎那政治著
作选》、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孟德斯鸠
的《论法的精神》（上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休谟的《人性论》、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
文集》共11部经典著作进行精要解读。旨在将西方法学、政治学经典原著通俗化又确保其符合原著的
精神原意，使其简洁化却又保留其思想体系、思维逻辑的原貌，力图使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人都能读
懂西方法学经典著作、把握其精神要义。该书的问世，将使法学、政治学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及党
政干部的西方经典著作教学有一个符合其原意、又相对通俗易读的教材。需要指出的是，所介绍的每
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本文精要”——都是编者根据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本、在完全遵循原作
、原译的本意的前提下进行缩略编写而成。该部分不包含本书编写者的意见。由于我们的学术积累有
限，对西方学术名著的研究不深，再加上时间仓促，以至本书存在许多缺陷或谬误，谨希望博学的同
仁们和智慧的读者们能给我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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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法学名著精要(第2版)》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主要遴选西方18世纪以前最具代表性的法学、
政治学著作，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为蓝本，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
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下篇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上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休
谟的《人性论》、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共11部经典著作进行精要解读。旨在将西方法学、
政治学经典原著通俗化又确保其符合原著的精神原意，使其简洁化却又保留其思想体系、思维逻辑的
原貌，力图使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人都能读懂西方法学经典著作、把握其精神要义。该书的问世，将
使法学、政治学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及党政干部的西方经典著作教学有一个符合其原意、又相对通
俗易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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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恒山，笔名北岳，祖籍江苏，1954年生于福建，少年成长于安徽。中学毕业后先后插队务农、应征
入伍、进厂做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大学毕业即考取本校外国
法制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孙国华教
授，并于199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安徽大学法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共中
央党校政法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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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柏拉图与《理想国》　　一、柏拉图生平　二、《理想国》导读　三、《理想国》本文精略亚里士多
德与《政治学》　　一、亚里士多德生平　二、《政治学》导读　三、《政治学》本文精略西塞罗与
《国家篇　法律篇》　　一、西塞罗生平　二、《国家篇　法律篇》导读　三、《国家篇　法律篇》
本文精略阿奎那与《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一、阿奎那生平　二、《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导读　三、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本文精略霍布斯与《利维坦》　　一、成书背景与作者简介　二、《利维坦》
全书的主要内容斯宾诺莎与《神学政治论》　　一、斯宾诺莎生平　二、《神学政治论》导读　三、
《神学政治论》洛克与《政府论》（下篇）　　一、洛克生平　二、《政府论》（下篇）导读　　三
、《政府论》（下篇）本文精略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上册）　一、孟德斯鸠生平　二、《论
法的精神》导读　三、《论法的精神》（上册）本文精略卢梭与《社会契约论》　一、卢梭生平简介
　二、《社会契约论》导读　三、《社会契约论》本文精略　四、对《社会契约论》主要观点的评点
休谟与《人性论》　一、休谟生平  二、《人性论》导读  三、《人性论》本文精略汉密尔顿与《联邦
党人文集》封丽霞　一、汉密尔顿生平　二、《联邦党人文集》导读　三、《联邦党人文集》本文精
略

Page 5



《西方法学名著精要》

章节摘录

一、柏拉图生平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
前469年－前399年）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的老师。人们经常谈论
“柏拉图式的爱情”，殊不知柏拉图从来没有谈过爱情。与泰勒斯、阿奎那、笛卡尔、霍布斯、洛克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牛顿、帕斯卡、伏尔泰、卢梭、休谟、斯密、傅立叶、康德、叔本华、尼采
、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家一样，柏拉图终身未婚。而且，他不像卢梭等思想家那样，虽然没有结婚，但
和女人保持情人式关系。他是彻头彻尾的单身汉。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因肩膀宽
阔，被人称为“Plato”。在希腊语中，“柏拉图”的原意是身体宽阔。慢慢地“柏拉图”取代了他的
真名，并流传于世。公元前427年5月，柏拉图降生于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同
（Ariston）和他的母亲柏瑞克娣（Perictione）都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的家族谱系可以追溯到雅典最
后一个君主克德鲁斯（Codrus），母亲是雅典著名的改革家梭伦（Solon，公元前638年－前560年）的
后裔。父亲在柏拉图童年时期就已经去世了，她的母亲又嫁给了他的叔叔皮里兰佩斯（Pyrilampes），
一个与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安提丰
（Antiphon）。除了安提丰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外，柏拉图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两个哥哥分别
是格老孔（Glaucon）和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他们经常在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出现。柏拉图的
妹妹名叫波特尼（Potone），有人说她是柏拉图的姐姐，有人说她是柏拉图的妹妹。反正不管她在柏
拉图之前出生，还是在之后出生，她的儿子斯彪西波（Speusippus）在柏拉图死后成为柏拉图学园的继
承人。柏拉图出生之时，雅典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年－公元前429年）已经结束，雅
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因此，他
是伴随着战争长大的。尽管生于混乱的年代，但柏拉图年轻的时候仍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
时期热衷于文艺创作，尤其喜欢诗歌。后来他虽然放弃了文学，但从其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其文学功
底。柏拉图在18岁到20岁期间，服过两年兵役。20岁的时候，柏拉图遇到了苏格拉底，这对他的人生
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他看来，以前的人生真是荒废了，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于是，
他烧掉诗集，断然决定师随苏格拉底从事哲学事业。从20岁到苏格拉底被处死，柏拉图一直追随苏格
拉底。从苏格拉底那儿，柏拉图学到了“对于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以及他要为世界寻找出目的论的
解释而不是机械论的解释的那种企图。”柏拉图的思想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以作为苏格拉底的学
生而感到自豪：“我要感谢天地，因为我生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头不能讲话的动物；其次我生为一
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我生就是一个希腊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最后我自豪的是出生在苏格拉
底有生之年的雅典人。”在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的期间，雅典连续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先是伯罗奔
尼撒战争，雅典战败；接着“三十僭主”推翻民主政体．但八个月后又被民众推翻；雅典恢复了民主
政体，但是却以渎神罪的罪名于公元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现实四种
政体的更替，正是以雅典政体的频繁变更为背景的。频繁的政体变更使柏拉图对现实政治深为厌恶，
希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另外，苏格拉底被处死给柏拉图很大的震动，彻底改变了他对民主政治的
看法，使他对民主政治的弊端深有体悟。苏格拉底死后，28岁的柏拉图怀着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极为失
望，离开雅典，外出游历。他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和西西里。西西里的叙拉古是柏拉图此
次游历的最后一站。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Dionysius）一世听说柏拉图在此游历后，盛情邀其人宫。
但两人见面后，柏拉图却直言不讳，大谈僭主制的种种弊端，这使狄奥尼修一世大为光火，要将柏拉
图处死，幸亏其内弟迪恩（Dion）劝阻，柏拉图才免一死。但狄奥尼修一世耿耿于怀，非要置柏拉图
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恰巧斯巴达一外交官访问归国，于是，狄奥尼修一世把柏拉图交给他，嘱咐他在
途中将柏拉图杀掉。但此人不肯直接下手，就把柏拉图交给爱奎那人处置。当时爱奎那人正与雅典处
于战争状态，雅典人一到爱奎那便要被处死或被卖为奴隶。柏拉图凭借自己的辩才免于一死，但被卖
为奴隶。幸亏其好友安尼舍里斯帮他交了赎金，他才辗转回到雅典。柏拉图此次游历，历时12年，公
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此时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回到雅典后，在友人的资助下，柏拉图在雅典西北
郊创建了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学校，兼有研究、教育、提供政
治咨询、培养贵族子弟的功能。这个学园前后持续900余年，直到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
下令查封。学园时期是柏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除了公元前367年和公元前361年两次短暂去西西里外，柏拉图一直在这里生活，从事著述和领导整个
学园的工作。学园不但讲授安邦治国之道，还讲授自然科学，吸引了希腊各地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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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令人遗憾的是，学园活动的情况很少被记载，柏拉图的著作
中也很少提到。公元前367年和公元前361年，柏拉图分别进行了第二次西西里之行和第三次西西里之
行。第一次西西里之行的救命之恩加上志向相同，柏拉图与迪恩成为莫逆之交。柏拉图第二次西西里
之行正是受迪恩的邀请，去把新继任的青年君主狄奥尼修二世培养成哲学王，以实现他们的夙愿。但
狄奥尼修二世不堪学习的艰辛，逐渐对哲学学习丧失兴趣。此时同时，宫廷斗争尖锐，迪恩被控谋反
，遭到放逐，去了雅典的学园，训练军队，从事推翻狄奥尼修二世的政治军事活动。这个僭主怀疑柏
拉图与迪恩的活动有关，欲加害之。适至当地发生战争，柏拉图以躲避战争为由，返回雅典。但是，
柏拉图与狄奥尼修二世的关系没有断绝，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柏拉图在信中试图调和狄奥尼修二世
与迪恩的矛盾，但没有什么结果。为了调解他们的矛盾，公元前361年，柏拉图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第
三次西西里之行，但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无功而返。从此，柏拉图再也没有离开过雅典。迪恩在公
元前357年带领军队打败狄奥尼修二世，并将其驱除，自己成了僭主，但在公元前354年，被人给谋害
了。回到学园后，柏拉图专心致志于著述和教学。他重要的代表作《政治家篇》和《法律篇》都是在
这一时期完成的。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参加一个婚礼时安静地走了，享年80岁。死后，他被安葬在
学园内。二、《理想国》导读柏拉图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对话。关于柏拉图对话的真伪，从古到今一直
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晓朝先生认为，可以肯定是柏拉图真作的对话有26篇。柏拉图的书信13封，
其中第七、第八封信是比较可靠的。范明生先生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将柏拉图的对话分为三期：一、
早期对话：《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
洛篇》、《小希庇亚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伊安篇》。这些对话主要反映了
苏格拉底的思想，还没有摆脱苏格拉底的樊篱。二、中期对话：《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
、《克拉底鲁篇》、《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这个时期
，柏拉图已经摆脱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三、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
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
篇》。与中期对话相比，后期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是对中期思想的修正和发展。《理想国
》是柏拉图的中期作品，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理想国》的中心内容是正义，整本书都是围绕正
义展开。本书的内容可归结为三个问题：什么是正义？人们为什么要实行正义？什么样的政治最正义
？第一个问题是个逻辑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个伦理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从第一个问题经
第二个问题演进到第三个问题，乃是逻辑的必然。《理想国》虽然被视为一部理想主义著作，但它却
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上述三个问题，都是针对现实而提出来的。第一，什么是正义？当时的希
腊人把正义理解为外在于人的东西。柏拉图试图表明，正义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人内在固有的
东西。第二，为什么要实行正义？当时许多人认为不正义比正义对自己更有利，愿意过一种不正义的
生活，而不愿过一种正义的生活。柏拉图试图表明，正义比不正义对人更有利，为人应当正义。第三
，什么样的政治最正义？当时的希腊城邦有三个问题为柏拉图深恶痛绝：人们都只顾追求自己的私利
，导致城邦陷入纷争之中；国家本应是各个集团之问利益冲突的调节器，反而成了某些集团谋取私利
和压制敌人的工具；城邦中充斥着无知，大众民主牺牲了专业化。所以，现实城邦都是不正义的。柏
拉图要建立的正义城邦，也就是他的理想国，正是消除了上述弊端的城邦。《理想国》共有10卷，采
用对话体的形式：苏格拉底与几个智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柏拉图始终没有现
身，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半部分，是关于正义是什么的争论
。以克法洛斯对死后可能遭受的报应的议论开始，引出对什么是正义以及正义不正义何者更有利的追
问。智者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分别了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的三种主要正义观。这三种正义观
分别是：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恰如其分的回报；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弱者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而签订的契约。柏拉图否定了这三种正义观。在他看来，它们都是把正义理解为外在于人们的东
西，实际上正义却是人们内在的东西。从第二卷后半部分到第四卷，柏拉图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在
否定了智者们的正义观后，柏拉图便开始阐述自己的正义观。但是，他没有直接说什么是正义，而是
区分了正义的两种形式：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他采取由大及小的方法，先论述城邦正义，再比照城
邦正义论述个人正义。城邦正义只能在完整的城邦中才能显现，所以，首先必须构建完整的城邦。城
邦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生产者阶段、辅助者阶段、统治者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
关系，而是一种逻辑上的把握。相对应于这三个阶段，有三个等级和三种生活，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
的生活：生产者对应经济生活；辅助者对应军事生活；统治者对应哲学生活。城邦完整构建后，便可
以在城邦中发现四种品质：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智慧和勇敢分别是统治者和辅助者的品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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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但是生产者的品质，而且还是统治者和辅助者的品质。当拥有智慧的统治者进行统治，辅助者对
其进行辅助，生产者安于被统治并专心从事生产时，国家就实现了正义。因此，城邦正义是一种专业
化的分工。相对应于城邦的三个部分，人的灵魂中也有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而且，在
灵魂中也存在与城邦中同样的四种品质：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智慧和勇敢分别是理性和激情的
特点，节制是三个部分的共同特点。当理性在灵魂中处于统治地位，激情辅助理性，欲望服从理性的
统治时，个人也就实现了正义。第五卷到第七卷，是论证正义如何实现。现实城邦中的纷争，皆因人
们的私有观念而起。所以，为了实现正义，柏拉图采取了两种重要措施：教育和实行公有制。教育和
实行公有制都是针对护卫者的，与生产者无关。教育旨在培养出在道德和能力各方面都合格的护卫者
，使统治者和辅助者不但能胜任自己的职责，而且还十分满意自己的职务。实行公有制旨在为消灭护
卫者的私有观念提供物质保障。护卫者的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在第二卷下半部分和第三卷
上半部分；统治者的教育在第七卷下半部分。公有制包括妇女、儿童公有和财产公有，在第五卷。上
述两项措施能否实行，关键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是哲学家。无论是哲学成为国王，还是国王变成哲学家
，都是可以的。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它也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张。
哲学王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他拥有知识，而大众只拥有意见。知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非常可靠；意
见是对变幻不定的现象的认识，极不可靠。因此，只有知识才可能称得上智慧。而由智慧进行统治乃
是正义城邦的要求，所以哲学王统治乃是实现城邦正义的不二法门。但柏拉图又认为，哲学王统治在
现实中极为困难。哲学王统治的内容，从第五卷末尾到第七卷。第八卷到第九卷，论述的是不正义的
两种形式：城邦不正义和个人不正义。理想城邦是模型，与此相对照，可以发现现实城邦的缺陷何在
。现实城邦的政治制度主要有四种类型：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这是四种败坏
了的制度类型：荣誉政制以勇敢取代智慧在城邦的统治地位；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分别以
财富、自由和疯狂取代了智慧的统治。在四种政制种，僭主政制最为衰败。相对应于四种政制，有四
种不同的性格。荣誉政制下人们以激情取代理性，其他三种政制分别以物质欲望、自由欲望和无穷贪
婪的欲望取代理性。在四种性格中，僭主式人物最为堕落。同时，僭主式人物也是最不幸的。第十卷
前半部分继续描写理想城邦，后半部分论证正义不正义何者更有利。前半部分讨论的主要是理想城邦
拒绝模仿的问题。后半部分借用灵魂不朽理论和千年轮回的传说，论证了正义比不正义更有利。最后
，柏拉图提出，为人应当正义。一般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它成于作者壮年，震古烁
今，影响深远，不仅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宣言书，而且是一部哲人政治家的治国纲要。但《理想国》
又不仅仅是政治著作，它涉及到政治、道德、哲学、教育、社会、军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部思
想的百科全书。它被誉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长期以来为西方知识界必读之书，对西方的思想理
论和社会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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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法学名著精要》，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为蓝本，汇集了西方18世
纪以前的部分经典著作的精要，这些经典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
（下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上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休谟的《人性论》、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本书分别采用了郭斌和、张竹明（译柏拉
图的《理想国》）、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沈叔平、苏力（译西塞罗的《国家篇法
律篇》）；马清槐（译托马斯·阿奎那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叶启芳、瞿菊农（译洛克的《政
府论》）、黎思复、黎廷弼（译霍布斯的《利维坦》）、温锡增（译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
张雁深（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何兆武（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关文运、郑之骧（
译校休谟的《人性论》）、程逢如、在汉、舒逊（译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
诸先生的翻译成果，先生们的智慧成果是本书编写的基础和蓝本，在此特向诸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非常感谢商务印书馆常绍民先生，他的无私帮助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另外，身为
作者，我们要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向人民出版社诸位编辑们表达深切的谢意，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和
倾心帮助，本书才得以问世。本书的出版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传世文化发展中心李胜兵先生的
帮助，他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还有叶芳女士、王瑞智先生、邢亚超先生、朱轶群
先生、刘玮先生等在幕后无私的奉献，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保障，在此，谨向他们表达真挚谢忱。由于
我们的学术积累有限，对西方学术名著的研究不深，再加上时间仓促，以至本书存在许多缺陷或谬误
，谨希望博学的同仁们和智慧的读者们能给我们指正。

Page 9



《西方法学名著精要》

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柏拉图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
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政府的行政机构就像一家信托所，须为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是受委托人的利益
去工作——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不适度的悲伤是心灵的疾患，而根据生命的现时状态适度悲
伤是有完好品质的灵魂的标志。宗教使人信仰上帝，不是把上帝作为它的对象，而是作为它的目的。
　　——托马斯·阿奎那人每违背一次理智，就会受到理智的一次惩罚。　　——托马斯·霍布斯和
平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　　——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政治社
会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保障每个人今生财产的所有权。　　——约翰·洛克自
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人是生
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让·雅克·卢梭正是劳动本身构成了你追求的幸福的主要因素，任何不是靠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享
受，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聊，索然无味。　　——大卫·休谟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
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变信仰，是同样荒谬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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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法学名著精要(第2版)》是一本原汁原味地了解西方法学政治学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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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梳理、整理得少，以原文摘录为主。
2、对内容梳理的比较清楚，对我写作帮助很大
3、一直都在当当买支持当当
4、要好好阅读哦
5、- -
这课不考试 不然就是很好的参考书
6、作为一个研究法的女人的男人我感到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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