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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史讲义》

内容概要

本书是罗尔斯（1921-2002）逝世后出版的第一本（也许是最后一本）罗尔斯自己的专著。该书是编者
萨缪尔．弗里曼依据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现代政治哲学”课程的相关讲义、录音和笔记整理而
成。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关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密尔和马克思之政治哲学的讲座，另外，还
有罗尔斯关于“政治哲学之功能与特征”的导论、以及两个附录（即关于西季维克和巴特勒的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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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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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史讲义》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
编者的话
前言
引用著作
导论：论政治哲学
霍布斯讲座
第一讲 霍布斯的世俗道德主义及其社会契约论的作用
第二讲 人性与自然状态
第三讲 霍布斯对实践推理的说明
第四讲 主权者的作用与权力
附录 霍布斯主题索引
洛克讲座
第一讲 洛克的自然法学说
第二讲 洛克对合法政体的说明
第三讲 财产权与等级制国家
休谟讲座
第一讲 “论原初契约”
第二讲 功利、正义与明智的旁观者
卢梭讲座
第一讲 社会契约论及其问题
第二讲 社会契约：假设和普遍意志(Ⅰ)
第三讲 普遍意志(Ⅱ)及稳定性问题
密尔讲座
第一讲 密尔的功利概念
第二讲 密尔的正义理论
第三讲 自由原则
第四讲 作为一个整体的密尔的学说
附录对密尔社会理论的几点评论[c.1980]
马克思讲座
第一讲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
第二讲 马克思关于正当与正义的概念
第三讲 马克思的理想：作为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社会
附录
西季威克四讲
第一讲 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
第二讲 西季威克论正义及古典功利原则
第三讲 西季威克的功利主义
第四讲 功利主义概述(1976)
巴特勒五讲
第一讲 人性的道德构成
第二讲 良心的性质与权威
第三讲 激情经济学
第四讲 巴特勒反对利己主义的论证
第五讲 良心与自爱之间的假想冲突
附录 关于巴特勒的其他一些评论
课程提纲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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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史讲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c）“实验的”含义在它变得更加具体这个意义上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休谟来说，它
意味着科学方法——也就是对于实验和观察的诉求，也包括对思想实验和理论的诉求。在休谟看来，
牛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伟大的榜样，这一点从《人性论》的导论当中看得很清楚。休谟的目标是
要把牛顿的实验方法运用到对道德科学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运用到与理解第一原理有关的道德主题上
来，这些第一原理能够用来说明人类的信仰和知识（第一卷）、人类的激情（也就是情感和情绪，欲
望和情操，品格和意志）（第二卷）以及道德情操（更为狭义地说）在我们人类身上的表现（第三卷
），包括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我们如何做出这种判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判断的驱使来
行为的能力等。 （d）休谟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洛克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i）洛克像一个宪法
的法学家，在根本的自然法所限定的法律体系内来开展其研究；洛克是在根本的自然法之基本框架内
来为混合宪政体制下对王权的抵制进行辩护的。这种辩护是在根本的自然法之道德体系内进行的；这
种辩护，就像它过去所是的那样，是法律和历史意义上的。 （ii）休谟的视角则是自然主义者的视角
：观察和研究人类制度和实践的现象，观察并研究道德概念、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操在支持这些制度和
实践以及在规定人类行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iii）休谟想要弄清那些支配着并能够解释这些现象—
—包括道德判断和道德赞成等在内的道德现象——的第一原理。正如牛顿弄清运动规律的第一原理一
样，休谟也把联想法则作为与知识和信仰有关的第一原理来6加以强调；他在《人性论》当中把道德
判断主要看成是从我们的同情能力——这种同情能力在《道德原理研究》当中又被人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所取代——中推导出来的。休谟关于“明智的旁观者”(judicious spectator)的论
述是道德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将在下面的第二讲中讨论）。 （iv）这些细节我们在这里不可能
一一都涉及：想要强调指出的是，休谟的背景及其哲学视角与洛克是完全不同的。他以善于观察的自
然主义者的视角来考察道德问题。甚至当休谟和洛克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是从不同的视
角来讨论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试图去回答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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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哲学史讲义》是罗尔斯逝世后出版的第一本（也许是最后一本）罗尔斯自己的专著。《政治哲
学史讲义》是编者萨缪尔·弗里曼依据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现代政治哲学”课程的相关讲义、
录音和笔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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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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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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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史讲义》

章节试读

1、《政治哲学史讲义》的笔记-第122页

        一个翻译错误
constituent power
被翻译成了“宪法权力”
应该为制宪权

2、《政治哲学史讲义》的笔记-第375页

        理性诡计（list der vernunft)翻译有误
应该是： 理性狡计

3、《政治哲学史讲义》的笔记-第8页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德国的政党在魏玛共和国的俾斯麦时代的处境。”
     参考下文，这里的“魏玛共和国”似乎译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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