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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哲学史论》

内容概要

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追问不同的问题——追问幸福与追问正义，这也体现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
政治哲学在立足点上的重大差异。古典时代政治思考范式对“幸福”的规定是“至善”(the Good)，
即终极完满的人生目标，它吸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广泛注意。当然，什么是真正的离贵强者，什么是
灵魂的自足完善，什么是强者的悲剧感和命运感，是所有时代的人都可能追问的。
本书介绍了美德政治之悲喜交集、修昔底德的史家三言、柏拉图的问题与解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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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利民，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代表作有《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现代
性价值辩证论——规范伦理的形态学及其资源》、《希腊哲学史》第4卷(合著)，主编《西方哲学基础
文献选读》、《当代社会契约论》。译有《神秘神学》、《基督教大思想家》、《扶友损敌——索福
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合译)、《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台译)、《强看的温柔——塞涅
卡伦理文选》(合译)《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论原典》(合译)、《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
—普罗塔克文选》(合译)等，主持大型翻译工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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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不当的手段来追求权力，他也从来没有被迫逢迎他们，相反，由于他享有崇高的
威望，以致他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向他们发怒。每当他看到他们过分得意的时候，他都会说服
他们想到自己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由于恐慌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马上恢复他们的自信
心。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
就不同了。他们彼此之间大都处于平等地位，而每个人都想力争居于首要地位，最终他们竞准备靠牺
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幻想。①但是现代学者的分析告诉我们事情要复杂得多。康福德就说
，在与民众的博弈中即使是伯里克利最终也处于被动的下风，不得不“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
众的幻想”。当时雅典民主的一个重镇是新商业中心——比雷艾夫港。大量外邦人移居此地，他们主
要是工商业人口。在雅典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最初来自梭伦：“他看到阿提卡土地贫瘠
，而海上经商者也决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向手工艺”，
“他规定商业应该被视为一项光荣的事业”。梭伦的外邦人归化法规定：全家迁入雅典从事手工业的
人可以归化为雅典公民。后来虽然由于害怕外邦血统的大量渗透，雅典收紧了公民权的授予条件，但
是，为了保护手工业，居住在比雷艾夫港的未归化的外邦人仍然像公民那样自由，并且受到法律保护
。内战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大约有9000人，连同家属，组成了3万人的外邦人口。这些富裕外邦人相同
的社会阶级和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坚实集团。他们与雅典土生土长的公民们没有
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共同的利益。乡下人鄙视他们为“航海的贱民”，“没有修养、粗俗的乌合之众
”。伯里克利的“葬礼讲话”也许希望辨析和安抚双方的利益。雅典的农民忙于耕作，不愿意花时间
进城参政议政，这些拥有长期居留权的港口富人却可以让自己雇佣的大量自由工匠，即公民去投票通
过有利于自己的国策。这些人通常是伯里克利民主的主要支持者。但是这些独立自主的人民渐渐会意
识到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能决定伯里克利的沉浮。伯里克利此时必须站在人民的前列，否则就会被
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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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遍世界也找不出，灵魂的要源是那么深。　　——赫拉克利特

Page 7



《古典政治哲学史论》

编辑推荐

《古典政治哲学史论》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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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古典政治哲学史必读。
2、冲击边界！
3、包利民教授为学风格崇尚朴素、显白，论断往往直逼真相也颇为大胆，比如对梭伦的改革便直接
比附国朝之改革开放，是引起争议的例子之一。这本导论“强弱政治学”的区分引来议论颇多，一个
常见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区分过于简单，初读是书确实有这样的感觉，精读是书，起码对于笔者而言，
便有一番大清明之感。包利民教授对于“大序”的把握与解说切实中肯颇见功力，对于那些徜徉古典
学堂的懵懂学子是很好的引导，这本书中强弱区分正是这样的“大序”把握，在两条线索的牵连下，
古典哲学的线络铺张，历历然。去一处游玩总需一部好的地图，方不会错过美景，《古典政治哲学导
论》就是这样一本地图，引导你步入西方古典思想圣殿，如果因为“简单”的误说而错失好书，比较
遗憾。另外，这本书也是对当今国朝学界施特劳斯派的一场回应，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解释冲
突，但对话的诚意还是感觉的到的。当然，学界争议自然而然，只要读者能从中收获思想成长，便是
美事。享受阅读本身，随名家探索思想妙境，这样的快乐足矣。
4、　　国内古典政治学这些年形成了一个热潮。不过主要都是施特劳斯派的。国外则大多是自由民
主派的。
　　这本书好像自成一体。无论如何，增加了世界的丰富性。
　　不过，这本书的企图是不是太大了？
　　又要讨论古典哲学，又要讨论现代政治哲学。目前中国学界这两家可是不沟通的啊。
　　
5、导论：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
6、世间竟有包包。
7、本人最近开展一个免费赠书的活动：
    包利民等《希腊哲学史》第四卷 上下 16套
    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 20本
    如有意者，请留言。先来先得，只需支付一定的邮费。
    此书只赠有缘人。
    时限 2013-2014.5
8、我觉得文笔很优美写得很引人入胜~~结果被大哥看到了大哥批评了我一顿，叫我去读原著别读这
种书。。。嘤嘤嘤。。。
9、不给全五星都不好意思
10、求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和古典政治哲学史论，刚入学，特别喜欢包老师，是把地址发到邮箱吗？
11、I will not cease from mental fight, nor shall the sword sleep in my hand. S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in ancient
Greece‘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12、请把地址发到这个邮箱：bobonuts1029@126.com
13、很施派
14、可这也很难说不是未来的希望。包利民先生或许没有那么大的期望，正如他引用施特劳斯的话所
说，惟愿成为后继者阅读great book的拐杖吧
15、这就是曾姐姐对我说的“你所喜欢的包先生”的书
16、光是读包老师的这篇导论，就用了三天时间。包老师的文笔很好，行文风格像刘小枫。包老师也
说过他也喜欢后者的部分作品如《沉重的肉身》。但我觉得包老师的文字更活泼一些，不信你看全书
最后的彩蛋。
17、强者追问幸福，弱者追问正义。政治已是弱者的政治，谁来关心强者的幸福？
18、偏爱伊壁鸠鲁。
19、强者追求幸福，弱者追求正义。在讲台上哲人般沉醉于自己世界顾自思索的包老师啊
20、一家之言
21、包老师个人魅力加成两分！
22、所谓的“罗尔斯篇”生生把布鲁姆写成色拉叙马霍斯⋯⋯
23、楼上真是好人，愿有缘人得之。书多留无益，古典政治哲学史论已有，只求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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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的，要邮吗，还是自取。
24、包老师的课程教材
25、教材。
26、包老师讲课时不时风趣一下！让人突然大笑！
27、作者素来以有创见闻名，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解属国内顶级。这本书以“强者政治”和“弱者政
治”为线索，将西方古代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分门别类，并能兼顾现代政治哲学。说明作者具备极其宏
大的视野，对西方传统理解很深。问题是，1）用“强者”和“弱者”作为主线，这样的概念框架显
得过于简单。按说作者不想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过程，但这样的划分显然有落
入阶级斗争模式之嫌。2）作者对政治的理解还是过于“现代”，在他看来，似乎一切政治哲学都是
为了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都属于权宜之计或一种方案，属于历史阶段的需要，这个思路又有落入历
史主义之嫌。3）作者对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有明显的偏见，可能也是源于他的历史主义原则。4
）作者自己的政治理念似乎还是自由主义式的，这跟他的历史主义是同源的，所以，作者最终还是以
很现代的视角来看待古代传统，包括中国传统。书中不时流露出对自由主义的偏爱，以及对中国古代
政治传统的贬低。从这一点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想真正切近地体贴古人的思想，而只是以自己固有
的概念框架或意识形态来评论古人。读者如果认同这种研究方法，也认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本
书可以说是最好的汉语学界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读者即使不认同作者的方法和前提，除了能学到
作者的分析方法、获得很多启发之外，也能读到很多可以争论的地方，也不失为一种锻炼。
28、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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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国内古典政治学这些年形成了一个热潮。不过主要都是施特劳斯派的。国外则大多是自由民主派
的。这本书好像自成一体。无论如何，增加了世界的丰富性。不过，这本书的企图是不是太大了？又
要讨论古典哲学，又要讨论现代政治哲学。目前中国学界这两家可是不沟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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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的笔记-第97页

        有些学者因此批判苏格拉底：不应该得理不饶人，不应当只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哲学否定政治幼
稚，不成熟。在政治中，即使自己有充分理由，在程序正义上也不应该固执一方的合理性而否定认真
对话的必要。施特劳斯派认为，具有政治审慎德性的哲学家应该给习俗洞穴、宗教、意见、高贵谎言
、激情、欲望等一定的地位。应该考虑到各方——比如哲学与城邦、政治与个人——的理由的合理性
。相似的，后期罗尔斯干脆直截了当地建议不要在政治学说的建构中引入“真理”的话语，不要引入
哲学—宗教的强烈价值观念，这样才能避开宗教战争等政治悲剧的发生。

2、《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的笔记-第171页

        从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灵魂—内在幸福的角度看，现代性政治方案本质上确实不关心领导的幸福
，毋宁说，它的前提是对领导的极端蔑视，直白地说，是把领导当成猪：你不配享受内在幸福，那就
给你些“外在好”吧。你只配争夺猪食，那就喂你猪食。

3、《古典政治哲学史论》的笔记-第17页

        实际上，当人们讨论“至善”（the Good，“最好状态”）的“脆弱性”时，就已经涉及强与不强
的问题，涉及人究竟是追求成为最强者（“神”）还是衷心接受自己的弱者性之本体论属性。唯有强
者敢于追求“自由”，但是自由意味着开启新的行动路线，在新路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及与他
人行动路线的各种各样的交织，这就使得确定的结局不再可能。故而弱者大多按照现成共同模式在边
界内部生活，躲避令人极为焦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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