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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各种各样，涉及领域也十分广泛，但至今尚未有一本专门研究马克
思主义政治思想和理论、并将其上升到原理高度的著作。
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王沪宁任主编、复旦大学政治
学教授林尚立、孙关宏任副主编，编著了本书。
本书在充分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基本思想
逻辑，全面、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本书是高校社会学尤其是政治学、行政学学科研究人士的重要参考书，是高校的首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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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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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 一、历史上的政治研究方法论 政治学研究是人类社会文明
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类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大约有几千年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大约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
夏、商、西周时已有关于政治问题的探寻。
春秋战国时期更是政治研究繁荣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这里特别要考察一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的历史发展。
 西方政治研究的历史，学说体系较为完整的，大致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即公
元前500年左右。
学说体系不那么完整的，则可以从伯里克利再向前追溯几千年。
当然，这要将视野拓展到现代西方边疆以外的地域，即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文明的其他地方，或称
之为"中东文明"，如公元前3100年左右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公元前1700年左右
的巴比伦；以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
这些文明当初对古代希腊文明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从古代希腊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两千多年中，沧海桑田，大起大落的社会场景，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家，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体
系，层出不穷。
纵观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自古至19世纪，大体上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这里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来分期。
方法论指在一段时期内主导人们研究和认识政治现象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它们与急剧变化的现实政治
交织在一起，作用于人们的政治思维。
所谓按方法论分期，指确定在一定社会和一定时期笼罩人们认识论的社会主导的认识范式，如在神学
方法论下，各门学科均受其主宰。
即便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也均受到同样的方法论的影响，如贯穿中世纪漫漫长夜的教权与
俗权之争，霍布斯与洛克势不两立，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的差别，等等。
方法论是一定历史时期各派思想家政治思维的宏观逻辑，而非微观逻辑。
 根据这一原则，可以把西方政治研究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伦理学方法论。
这一方法论基本上主导古代时期。
古代的政治研究没有与伦理学明确地分开，政治研究与伦理研究交织在一起。
苏格拉底及其袭承者柏拉图确信知识即美德，反之亦然，美德即知识，所以"理想国"的主题在于讨论
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生活。
确信美德即知识，即相信知识可以透过美德，美德为客观存在。
得此美德，达此美德，便有太平盛世。
柏拉图极重视教育，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美德，从而达到政治理想。
国家也被定义为正义。
亚里士多德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公民联合起来以求实现道德的价值，道德目的
是公民共同生活的根本愿望。
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则争辩说，道德应当属于私人，而不应属于社会，但美德作为政治的根
本分析轴心是一样的。
从美德属于私人产生隐退的生活美德，因而有伊壁鸠鲁学派、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
古代罗马人的政治思维没有丰富的创造力，继承希腊人的衣钵，如西塞罗断定国家是个道德的集体，
等等。
古代时期的功绩之一是将政治学同伦理学分而论之，从而开西方政治学研究专门领域之先河。
然而，在古代社会，伦理学上的目标和原则渗透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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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体制、组织、权力上的设置均为达此目标。
古代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是用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和道德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政治和政治现象，不仅政治
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政治的目的都与道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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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在充分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基本
思想逻辑，全面、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
⋯⋯本书具有理论扎实，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特点。
　　　　　　　　　　　　　　　　　　　　　　　　　复旦大学教授　刘星汉　曹沛霖　　这本书
的宗旨十分明确：全面、深入地挖掘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更为系统、完善和深刻地
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和构成这一体系的每一条原理。
因而，这本书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思想为其研究对象的。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实际上也是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的贡献是双重的。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王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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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每一条原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们都是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而存在。
因而，《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具有理论扎实，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特点。
不仅适合于政治学专业研究参考，而且适合于高等院校政治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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