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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

内容概要

据说亚里士多德曾考察并记述了158个希腊城邦的历史与现状，《雅典政制》是其中惟一残存下来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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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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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

书籍目录

英译者序言
内容纲要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
　断片
　抄本
专有名词（地名、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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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

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果我们有责任来祝福这善良而真诚的人。XXI.因此，人民信赖克勒斯塞涅斯是有原因的。
这时当僭主废黜后的第四年，亦即伊萨戈刺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既成为大众领袖，第一步便把
所有的居民划为十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
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来①；有一句本是对那些想查问人民氏族的人说的成语，“部落无分彼此”
，便是由此而来的②。其次，他把议事会的成员由四百人改为五百人，每部落出五十人，而在以前，
每部落则出一百人。为着这些原因，他所以不把他们分配为十二个部落，以便他可以不必使用现成的
三一区的划分③（因为四个部落共有十二个三一区），否则大众就不会混合起来了。他又把全部村社
④分为三十区，十区在城市附近，十区在沿海，十区属于内地；他称这些区为三一区，并用抽签的办
法把这些区指定给各个部落，每一部落有三区，这样就使一个部落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占了一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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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雅典政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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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

精彩短评

1、很好的图书，纸张也不错，封面也还可以
2、甚好，文笔文思精炼，值得深思
3、主要是史料堆积，读起来不是很容易。导言还是写得不错的。
4、阿勒俄琶菊斯议会 战神山议事会
5、好乱...
6、这个难度有点大 可能因为片段太多 后面人名比较复杂 而且本身对古希腊的人物不足够熟悉 所以有
些吃力 不过读过之后深深获益 同时代的作者对当时的描述必然会比几千年的后人更加直接精准些
7、价值全在前半本的故事，亚里士多德用春秋笔法为我们展现了雅典城的兴衰历程，以及其中尤为
关键的人事。后半本的政制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8、非专业人士没有必要阅读
9、之前零星地学了一点古典史，通过这本书做了一些梳理。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克利斯提
尼改革，希波战争，伯利克里，伯罗奔尼撒战争都穿成一条线了。后半截，雅典当时现行的制度比较
乏味。另外希腊名字太长了，又绕口，很容易搞昏啊
10、前面有独特的民俗风情看得有味道，真正讲政制的地方⋯拖了大半年也不想看╮(╯▽╰)╭
11、阅读之前应先通读古朗士的《古代社会》，能对古希腊政治制度有一个更加深层的了解。
12、物有所值，纸张不错，看着就舒服！
13、后面没看，政治好无聊
14、读什么都离不开古希腊。话说读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书里的政制更迭要是能改编成游戏就好了是怎
么一回事=。=
15、教科书中关于梭伦改革的内容都出自于这本书
16、缺点应该是白色容易弄脏的书皮吧，换个牛皮的怎么样？
17、翻译一般啦。。。名字翻译太古老太奇怪
18、注释非常好，把每个重要事件的年份标注在了正文旁边，相比之下我看的CUP版本的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没这么好了。
19、民主⋯⋯
20、顺带着又把政治学拿出来翻。洪涛老师威武
21、强烈呼唤新译本。。。
22、沒有清楚地說明雅典政治制度是什麼樣的
23、不同书目里不同的人名翻译实在是让人很头痛...
24、这应该是作为原始史料的吧
25、都是些残篇，读来很多地方不知是什么
26、内容残缺十分严重，但仍值得阅读。
27、理解民主的起源。
28、感兴趣，买来看看，学习学习！
29、本书是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了数百个城邦的宪法之后所完成了。
30、政制之变与恒。对勘《战争志》历史回溯部分，饶有兴趣。
31、雅典政治制度的简史⋯⋯碎片化的⋯⋯经后人反复整理的⋯⋯简史
32、怎么能不看雅典
33、雅典是闵煮的起源
34、日知 力野到底是什么 好好奇哦
35、非常详细的雅典政治史
36、神奇的豆瓣竟然没有那本1978版的~一步步啃完这些心愿单吧。
37、西政思推荐，其实记不太清
38、记录雅典11次政治变革和亚氏当时的宪法情况
39、末尾描述陪审法庭的部分看得有点混乱。译名不统一造成巨大困扰。
40、古典雅典政制设计和运作
41、经典著作，经典版本，收藏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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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不大习惯读注释这么多的书，看得云里雾里的，大概也就是讲了雅典政体的变革，讲了很多的自
由平等之类的话，可是我不是搞研究的，这书的价值在我这里算是贬低了的，等以后积累点知识再看
吧。
43、人类从来都知道要依法治国, 2500年前的希腊井井有条, 而且肯定没有雾霾。
44、翻译，只能说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忘记是不是原文译的了。
45、在知道足够多前作评价是不恰当的，即使我们能指出不足，但那可能仅仅是众多必须面对的厄运
中较轻的一个，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各种可能。有什么比读史更有益呢？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巨大的实验
记录

我们接受的教育，相比起500-400BC的希腊人来说，已经足够多了。
46、从伊翁到三十僭主；梭伦的不公正的民主派改革
47、读了几次，还是不太懂，人名太复杂，我头脑简单。
48、对如此运转的雅典政府的经济情况很好奇
49、翻译得真是晦涩，尤其是那人名。。。就书而言，前50页是对雅典政制发展史的回溯，后30页左
右是对当今雅典政制的具体解构。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对伯利克里改革所提甚少。从制
度来看，最后的陪审法庭审判最为生动精彩！
50、其实像看故事一样看看也就看完了
51、简单的语言，清晰的表述。
52、草草浏览。索引好评
53、雅典政制
54、索伦的法律里有一条要求公民必须在内争中站队~~#城邦没有理客中#
55、很有条理~短小精悍，每句话几乎都是信息，很少废话⋯⋯所以很小一册看得我累死⋯⋯
56、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史的参考  记录了雅典城的政治变迁 没有一定希腊史基础不宜阅读
57、此书最重要之处在于描述了上古家长委员制政体中各种官职的职能与分配情况，以及这种小范围
的家长委员制何以扩充为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职务的寡头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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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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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

章节试读

1、《雅典政制》的笔记-第18页

        最高和最早的管制是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执政官。其中以王者执政官为最古，因为它是祖
上传留下来的。第二个设置的官职是军事执政官，这是因为有些王者在战争中表现的怯懦无能才加增
的。【王即巴西琉斯，乃一国之大祭司、宗族首领。一切祀拜活动皆由其主持。
执政官不像王者和军事执政官那样担任任何祖传祭典，而只执行后来新添的职务，这一事实也可以说
明执政官一职在这三种官职中是最后建置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到了晚近时期，这些新添的职务
增大时，执政官职位才也重要起来。

2、《雅典政制》的笔记-第70页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titution_of_the_Athenians
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和国家与法律的历史的发展，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辩论家和
执政人的演说、碑铭中的资料以外，比较有系统的著作，有色诺芬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柏拉图
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以及另一个题名为《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论》和这本《雅典政制》都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用史料的著作。论文首尾的若干节重要的缺文，曾经学
者花费治学功夫，从随后希腊作家的引文中苦心搜求而得，这里已经把它分别添补在纸草原文的始末
。
这才是真正值得钦佩的工作啊。

http://en.wikipedia.org/wiki/Xuthus
因为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
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
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梭伦才第一个成为人民领袖。德拉
科以前的古代宪法如下。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
改为十年一任。最高和最早的官职是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执政官。其中以王者执政官为最古⋯
⋯第二个设置的官职是军事执政官⋯⋯这三个官职中最后一个设置的是执政官⋯⋯许多年之后，到了
官职选举已经改为一年一次之时，才选举司法执政官⋯⋯阿勒俄琶菊斯议会职掌保护法律，但事实上
它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事⋯⋯而阿勒俄琶菊斯的成员又是由曾任各执政官的人组成，而且因
此之故，这一官职甚至到了今天还是终身职。
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即战神山议会。
⋯⋯德拉科制定了他的法典，其制度如下：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这些人进行选举，九执政
官和一些司库官由财产不少于十明那且无负累的人们选出，其余低级官吏由能够自备武装的人们选出
，司令官和骑兵司令则由财产不少于一百明那、又无负累、且有年在十岁以上婚生合法儿子的人们中
选出⋯⋯议事会议员由公民集团中抽签选举，凡四百零一人，这种议事会成员和其他官吏的抽签均以
年在三十岁以上的公民为限；直到每一人都以轮到，且从头开始抽签之时为止，任何人不得连任官职
⋯⋯阿勒俄琶菊斯议会是法律的保护人，它监督各长官，使之按照法律执行职务。一个人如受到不公
正的待遇，便可向阿勒俄琶菊斯议会提出申诉⋯⋯梭伦⋯⋯依照以前人民的分等，按财产估价把人民
分作四个等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者和日佣，各种官职，如九执政官、司库官、公卖官、警吏和
国库监，他分配给五百斗者、骑士和双牛者三级，按各级的财产估价比率，指定以相应的官职；至于
列在日佣等级的人，他只允许他们充当民众会和法庭的成员。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
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举。⋯⋯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
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
http://oyc.yale.edu/classics/introduction-to-ancient-greek-history/
人民采纳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国，十分专横，只有开俄斯、列斯堡和萨摩斯例外，
他们把这些国家当作霸国的前哨，允许它们保有自己的政府并统治当时译归它们的属地。他们又按照
阿里斯忒得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税、征税和盟国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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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两万多人的生活。陪审官六千人，弓箭手一千六百人，骑士一千二百人，议事会的议员五百人，造
船所的卫士五百人，还有城市卫士五十人，国内官吏七百人，国外官吏七百人；后来当他们进行战争
的时候，除了这些人以外，还要加上重装步兵二千五百人，护卫舰二十艘和其他用以运送抽签选出二
百卫兵的船只；此外还有普律塔涅嗡、孤儿和狱卒——所有这些人都是靠公家经费供养的。⋯⋯厄斐
阿尔忒斯⋯⋯就阿勒俄琶菊斯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而后在科
农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又剥夺去这个议会一切保卫宪法的格外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
，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法庭。这样，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就失去了支配国事的地位⋯⋯于是一
般说来，一切行政措施就不像以前那样注意法律行事了⋯⋯由于公民人数大量增加，又通过了珀里克
利斯所提议的法令，规定享有公民权利之人仅以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为限。珀里克利斯又头一个人使
服务陪审法庭成为有给职，这是平民对付客蒙财富的对抗方策⋯⋯据某些批评家的职责，这样做的结
果就把陪审法庭败坏了⋯⋯而且也就在这以后，有组织的贿赂法官的事也开始了⋯⋯四百人的宪法延
续四个月之久⋯⋯他们解散了四百人议会，把政务交给具有军籍的五千人去处理⋯⋯⋯⋯三十人统治
就这样地建立起来了⋯⋯最初，他们对公民还很温和⋯⋯但是，当他们在国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
他们就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是在扫除这些危
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
P45-P46，雅典的十一次宪法变更。
担任公职是有津贴的，这是不是说明，雅典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热爱政治，以至于需要用金钱来
诱惑他们呢？
P46-P70，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宪法，约从公元前400年左右开始实行。因为这是作者所属的时代，所以
记录的格外详细，或许称之为宪法并不恰当，这可不仅仅是宪法，几乎就是那个时代全部的法律了。
这部分读的不是很认真，有点琐碎了，可是，魔鬼恰恰是隐藏在细节之中的啊。

3、《雅典政制》的笔记-第1页

        P15  梭伦的诗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
餍足就要滋生不逊。P16我应允之事，得天之助，都已完成，
至于其余，不能作无谓冒进。P52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做得对，因为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受金钱或
权势的影响而腐化。P64任何人如被公断人处理不公，可向陪审法庭起诉，法律规定公断人有罪者应
受剥夺公民权之处罚；但公断人亦有上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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