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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内容概要

《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不仅因为它分别论述了不同的思
想家和学说，而且也因为它详细考察了构塑现代观点的那些经验。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可以被适当地描
述为灵知主义，支持这样一种分析的部分材料，在《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中都
是第一次出现。如果现代性就是灵知主义，如果灵知主义意识，确实要求人们有意否定现实向它的超
越基础保持开放这样一种经验，那么仍然有一个待解之谜——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这样一种否定？为什
么这样一种行动会被如此多的人接受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基础？当沃格林开始远离对作为秩序的历
史的历史秩序的研究，而在后来努力要发展一种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时，关于这些决定背后的动机的
问题，对沃格林后来的著作来说，就变成更为中心性的问题。不过，这两个任务必然是相互交织在一
起的。人类的意识总是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意识。因此，要发展一种一般的意识理论，这样的个人
的智识(intellectual)和精神“活动”就成为有待研究的材料。故而，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对理解现代
意识来说属于必需的许多材料都包含在本卷的内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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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章节摘录

(三)对宗教运动的吸收在描述反君主主义潮流的时候，我们再次面临这个问题：宗教改革打断了在政
治上朝启蒙的世俗主义发展的进程。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尚未受到16世纪宗教运动影响的那些著作是
前现代的，与此同时又受到一种启蒙的现代思想(modernism)的轻微影响，而这种现代思想更像是17
和18世纪的特征，而不是它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特征。萨拉姆纽斯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它属于一条可
以追溯到中世纪盛期的传统脉络。对于一种内在于世界的政治体(world-immanentpolity)的思考，在亚
里士多德一阿威罗伊的影响下开始于13世纪；我们已经研究过在意大利进行的长期的人文主义的准备
，这种准备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臻于顶点。通过对一个世俗政体的自治性存在的集中关注，《论统
治》继续了这种演变。在萨拉姆纽斯的观点中，教会和帝国并没有比在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中
拥有更多的职能。尽管这本书出版于1544年，但宗教改革的各种问题却被忽略了。在历史环境的压力
下，这种独特的世俗主义必须让位了。宗教改革是一个事实；群众的宗教运动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影
响力；这部使自治的政体脱离基督教意义背景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要重新来书写。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那些反君主主义的作者们——他们推动着这个潮流——有意要把一个世俗政体与一个基督教
社会隔离开来；他们的意图经常是相反的。不过，对上帝的子民可以反抗异端的国王的论证，[45]与
对没有上帝的人民可以反抗世俗的国王的论证，其实是同一个论证。当国王法(lexregia)被用作一则理
据，证明人民有权剥夺国王的权力——只有在他行为良好的时候，这种权力才能够被授予一时，无论
这则理据是被一个支持宗教改革的世俗论者还是被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提出的，都不要紧；这样的论证
累积起来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的观念。这一点需要特别加以重视。虽然宗教改革打断了政治思考的
世俗化趋势，但它并未打断——相反却加强了——其中本已存在的民粹主义(populist)成分。特别在反
君主方面，加尔文关于政治体的神权政治观念与狭义上的、16世纪70、80十年代的反君主主义者的反
王权思想如出一辙。当神权政治的内容从加尔文的政治学说中被去除之后，仍然有一种世俗化的人民
主权的观念——但是不同于前宗教改革时期马西利乌斯的那种类型的思考，因为“人民”已经吸收了
那些宗教运动的实质。通常，在关于政治观念的史学中，由于过于强调“学说”的要点，这种问题的
连续性反而被模糊掉了。加尔文对世俗权威的态度，在传统上被等同于他的不抵抗学说，而严格意义
上的反君主主义文献则被看作是与加尔文的重大决裂，因为它们倡导对异端国王的暴力反抗。如果不
抵抗学说和抵抗学说以这种方式被隔离开来，那么显而易见，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一个向另一个的
转变，必然被看作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决裂。但是，如果不把不抵抗学说隔离起来，而是把它放到这样
的背景中，即加尔文对他的普世教会的著名的激进主义的想象再造中，那么它就会落到基督徒——他
们遗感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反对加尔文教会的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的行为准则的层面上来。这种
局面是令人遗憾的；它不是“正常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统治者应当本人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
成员，民政权威(civilauthority)应当服从于精神权力。因此，不抵抗不只是一个学说的问题；它变成了
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要强调一个宗教行动者——他想要生活在一个神权统治已经得到实现的国家里
——的激情结构中原则的重要性。如果把反君主主义者对一个异端国王的抵抗与抽象的不抵抗学说联
系起来，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与最初的加尔文主义的一种决裂；如果把它与加尔文神学政治的[46]想
象再造联系起来，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我们可能期待一个神权统治的信仰者在环境不利的时候所采取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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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不是我第一次翻译沃格林的作品。此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翻译了沃格林后期的著作《秩序与历史第
一卷·以色列与启示》的第二章至第十三章，篇幅约为这本书的两倍。《秩序与历史》是沃格林以令
人钦佩的精神舍弃了他已经写完的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的研究计划之后，另起炉灶，从“历史的秩
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角度来重新探索人类是如何对他们所认知的秩序真理进行符号化表达的历史过
程的。与《政治观念史》相比，《秩序与历史》更为晦涩，理论话语更为抽象。因此，我翻译沃格林
作品的过程是先难后易，由于在翻译《秩序与历史》的时候已经充分领教过了沃格林的思想深度和语
言特征，因此《政治观念史》的翻译相对来说成为一个轻松惬意的过程。而且，我也由此更深地领会
到，原来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是建立在如此深厚的积淀的基础之上。当然，我并不是说《政治观
念史》浅显易懂，译者很容易把握，而是说相对于《秩序与历史》来说，它的结构更为简洁清晰，行
文更为流畅，作为一本草拟中的政治观念史教科书，它对很多理论点到为止，不过多深究，是我们学
习西方政治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佳作，同时，它的很多精辟评论也足以启发专门研究者的智慧。回
想起来，我在2005年9月最初先接到翻译本书的任务，但是在刚刚开了一个头之后，又把翻译的重点转
向《秩序与历史》第一卷，直至后者完稿之后，才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重新开始此书的翻译。可以说
，在我博士就读的前两年，翻译沃格林的两本书成为我完成培养计划规定内容之外的主要任务。我的
导师李强教授是这项庞大的翻译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也是目前国内对沃格林的思想研究最为深
入的学者。李老师深知沃格林的作品艰深难译，为了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沃格林的思想，他专门为
此开设了沃格林思想的博士生讨论课，并且邀请了诸多国外的沃格林研究专家来北大讲学，与我们共
同讨论。很多关键的术语，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讨论逐渐清晰化的，尽管我们仍然不能说对此有十足
的把握，但每一次对译词的修改都意味着理解上的深化。这个过程不仅是我们深入理解沃格林思想的
过程，而且也为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7月我飞赴伦敦，开始了为期一
年的访学生活。由于当时正值学校暑假，我就把翻译本书的主体部分作为暑期生活的主要内容。本书
讲述的是16世纪欧洲的政治观念史，着重探讨的是宗教改革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性观念
的催生。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洛克的权利理论，而本书的内容刚好构成了我的研究的智识背景。可以
说，无论从视野、方法还是观点上，我的博士研究实在从沃格林那里获益匪浅。本书的出版凝结了很
多人的智慧与辛劳。除了李强老师、与我一同致力于沃格林作品翻译工作的各位同门，我还要特别感
谢来北大讲学的沃格林专家JurgenGebhardt教授和JamesRhodes教授，他们对沃格林著作精到而深刻的
理解为我的翻译工作扫清了很多障碍。此外，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刘丽霞女士，她认真细致的
编辑工作使本书避免了很多疏漏和错误。张新刚博士和张奠同学帮助我解决了很多拉丁语翻译的问题
，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婧琦，她的爱和鼓励一直是我休憩的港湾和不竭的动
力。译事艰难，落笔行文总有战战兢兢之感。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的译文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错讹
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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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编辑推荐

《政治观念史稿(卷5):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是对沃格林千页遗稿的完整翻译。《政治观念史稿(卷5):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
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全面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
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
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
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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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精彩短评

1、好书，可惜看得快了。
2、這種政治觀念史最好還是一整套地讀吧⋯⋯一時懂一時不懂的很暈啊⋯⋯
3、教派、教义、教会的实质分裂使得自然（有时候是可琢磨却不可理解的科学）得以成为能够统领
性的力量领域，一种新的唤起是势所必然或者说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从时代的反君主特征到胡克对民
族王国特殊体的维护，其中包含着暂且可以阐明的分裂存在的因由，以特殊的实在来推导现存体系的
正当已经带来了隐含着的将要爆发的可见的直接引出可以推到整体的单质的正当合法，思辨的、可感
的、精神层次的包容统一和谐消灭了土壤，变成了必须可见、可为‘整体’接受的合理性的发挥，第
一因的推动已经掌握在人手中，尚且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人尚未能够思考以后的动向与后果，作为上帝
之下的自然的观念有体系化的阐释，但随后的发展即将扭曲、磨灭这种越来越失去生存空间的神秘主
义的阐释。
4、很难想象的高度
5、沃格林的博丹绝对是满满的沃式风格，但是不得不承认相当有味道。
6、真的太好看了！也不知道我是对博丹感兴趣，还是对沃格林的博丹感兴趣
7、「地中海現代性」是個有趣的切入點。
8、作为一本写政治观念史的著作，沃格林对博丹的研究几乎把共和六书这个核心文本推到了最边缘
的位置，却也开出了一片广阔无垠的新天地，牛逼
9、好吧。够抽象的。但是看完以后收获总是有的。可又说不出在哪里，需要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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