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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前言

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从有人类社会的那一天起，政治便出现了，并存在于我们之间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它是国家和民族；当我们旅游的时候，它是风俗和文化；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
时候，它是规则和制度；当我们在家里坐着的时候，它是和平和安宁。政治是我们每个人和这个世界
的关系，没有人可以脱离政治而生存，就像没有人可以不要父母、朋友和家庭一样；政治是我们所生
活的环境，没有人可以离开政治而存在，就像没有人可以不要新鲜的空气、水和面包也依然活着一样
。更重要的是，政治是一种智慧，它从远古积累到现在，告诉我们祖先的思想与行动；它从稚嫩演化
为成熟，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一步成长的艰辛与喜悦。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了解了政治，
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是社会的动物，而政治是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微粒，它充斥着我们呼吸
的每一口空气。有的人惧怕政治，认为它是那些高深的词语、那些抽象的概念、那些玄妙的逻辑，而
我们的生活，不过是一杯一箸、一粥一菜；生活与学术，还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有的人鄙视政治，认
为它不过是一些阴谋与诡计，一些争夺与名利，一些欺骗与利益，而我们的生活，需要阳光雨露，像
树木一样简单纯净地快乐着；生活与生存，有时也不必如此辛苦。但是，无论是把政治看得太高尚还
是太卑鄙，都不能真正地了解政治；无论是把政治看得太远还是太近，都无法看清楚政治的面目。其
实它就在我们身边，而了解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理解它，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晦
涩和艰难。作为年轻人，我们有必要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了解我们的社会，也才
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生活的智慧，也是我们时代的责任。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有了这
本小册子。我们按章节介绍了政治学的概念和起源，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
重点介绍了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及其思想，通过历史中的人物来把握政治历史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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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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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行吗？学生：这是善行。这种思考方式和讨论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主动
地去分析、思考问题。他用辩证的方法证明真理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
反面转化。这种方法不仅使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完善和发展，而且对欧洲思想史的发展都有重
要意义。他推动了希腊哲学研究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尤其注重伦理道德问题和探讨人生的真谛。在
对道德和政治法律问题的讨论中，苏格拉底也把它们提高到了合乎逻辑的定义和解释水平上，从而成
为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构筑博大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前提。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是古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繁荣时期，雅典成为希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当时的雅典采取直接的全民民主，18
岁以上的男性正式公民（不包括奴隶）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所以雅典的民主不同于当前各
国的代议制民主，雅典实行的是全民民主，每个公民都是议员；而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事实上都是一
部分人民的代表来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除此之外，雅典还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和“五百人会议”，
分别负责立法和审查法案。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和主席都是通过抽签或朗诵诗歌的形式来决定的，所
以每个公民在其一生中几乎都能成为委员，使“轮番为治”的政治理想成为现实。但是苏格拉底并不
是很赞成直接的全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治理城邦是一门最高深的艺术，必须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
做统治者才是合适的，是符合“善”的原则的。他的这种看法直接来源于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他看
来，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善”就表现为和谐有秩序，而这种秩序是要经过知识的训练才能够达到的，
因此知识是最重要的。他还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论断，认为知识是至善的，是高尚的，是超越
于城邦之上的。作为一个人，能够具有知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掌握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需要的
技术和艺术，便是一个好的、善的、有道德的人。在他看来，最优秀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
精于农耕的便是一个好农夫；精通医术的便是一个良医；精通政治的便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每一个
行业都是如此，具有专业的知识才是接近真善美的关键途径。政治也是一门艺术，并且是最复杂的艺
术，所以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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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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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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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精彩短评

1、何谓政治学
2、发货很快，服务也很好，唯一一点就是书有点枯燥，不过既然是考研书目，这也是预料之中的。
总体来说还好啦。。。
3、这本书不错的。。内容翔实，最重要的是体系很清晰，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
4、对政治学有了整体感悟。
5、很棒的政治基础启蒙教材。
6、终于找到我要买的书了
7、通俗读物哇
8、不错，好评。虽然我没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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