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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一战的文本》由克里斯·布朗、特里·南丁、尼古拉
斯·里格编著。

梳理古往今来大家名著，勾勒国际关系理论 “圣典”。
 编年式的章节叙述，有助于读者理解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脉络；
追溯式的思想考古，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代概念的古代起源与知识发端；
原著式的文本罗列，有助于读者纠正当代教科书中对传统思想的简单概括与思维定式。
 ⋯⋯
《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一战的文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收录了从古希腊到一战
以前国际关系著述的文集，内容直接节选于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柏拉图，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
奎那，再到近现代的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康德、熊彼特等50位古典思想家的论述，是国际关系思
想史中内容最丰富、囊括思想家最多的理论文集，既厘清了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也提供
了两者之间寻找借鉴与共识的良机，更会让渎者经历一次难得的思想之旅，推动人们在经典政治思想
中寻求思辨动力与探索空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

作者简介

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曾先后执教于英国肯特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
布朗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国际政治理论、人权与全球正义，他的专著有《理解国际关系》、《国际
关系理论：新的规范路径》、《主权、权利与正义》，另主编有《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欧洲
的政治重组》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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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古代思想（前500—公元312）
 修昔底德选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亚里士多德选自《政治学》
 西塞罗选自《论义务》
 马可?奥勒留选自《沉思录》
 柏拉图选自《书札》
第三章 晚古时期和中世纪早期（312—1000）
 佚名 选自《主借十二使徒对外邦人的训诲》
 尤西比乌斯选自《三一演说》
 希波的奥古斯丁选自《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君士坦丁?波菲罗格尼图斯选自《帝国治理论》
 法拉比选自《政治制度》
 阿维森纳选自《治疗论》
 摩西?迈蒙尼德选自《逻辑论》
第四章 基督教世界的国际关系
 巴黎的约翰选自《王权与教权》
 但丁?阿利吉耶里选自《君主国》
 马丁?路德选自《论俗世权力》
 托马斯?阿奎那选自《神学大全》
 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选自《未经历战争者的浪漫战争》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选自《论美洲的印第安人》
第五章 近代欧洲国家和国家体系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选自《君主论》、《论李维前十卷》
 让?博丹选自《共和国六论》
 弗朗西斯?德?卡利埃尔选自《论与君主谈判的方法》
 科内利斯?范?宾克斯胡克选自《有关公法问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选自《中立书》
 埃德蒙?伯克选自《弑君和平书》
 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纳隆 选自《论结盟的必要性》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选自《均势的真正意义》
第六章 国际法的出现
 胡果?格劳秀斯选自《战争与和平法》
 托马斯?霍布斯选自《利维坦》
 塞缪尔?普芬道夫选自《人和公民的义务》
 塞缪尔?雷切尔选自《论万国公法》
 克里斯蒂安?冯?伍尔夫选自《以科学方法论万国公法》
 爱默瑞西?德-瓦特尔选自《国家法》
第七章 启蒙运动
 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 选自《欧洲永久和平方案》
 孟德斯鸠选自《论法的精神》
 大卫?休谟选自《论权力的均衡》
 亚当?斯密选自《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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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雅克?卢梭选自《论战争》、《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之欧洲永久和平方案摘评》
 伊曼努尔?康德
选自《理论与实践随笔》、《永久和平》、《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第八章 19世纪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国家与民族
 黑格尔选自《法哲学原理》
 马志尼选自《论人的责任》
 穆勒选自《浅谈不干涉》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选自《政治学》
 伯纳德?鲍桑葵选自《完美国家的爱国主义》
第九章 国际关系与工业社会
 亚当?斯密选自《国富论》
 大卫?李嘉图选自《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理查德?科布登选自《理查德?科布登的政治学笔记》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选自《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鲁道夫?希法亭选自《金融资本》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选自《共产党宣言》
 约瑟夫?熊彼特选自《帝国主义社会学》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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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斯多葛主义发端于希腊，其最著名的哲学家大多也都是希腊人（最重要的是它的建立者--所基提
翁的芝诺，他大约从公元前300、前301年开始在雅典华丽的柱廊里讲学）。
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是如此之大，部分有赖于它后来在古罗马又产生了新的影响。
虽然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斯多葛哲学很显然也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仍然极度表现出了与其最初相
一致的基本倾向。
　　斯多葛派学者认为整个世界呈现一种理性的秩序，因此它也可以用理性来加以解释。
人类主要的天赋是所谓的“逻各斯”（即理性，希腊语为logos），包含于整个世界之中，它使得我们
能够推论、思考和言说。
人类和自然都是处于理性之中，如果人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尽可能地以合乎人类理性的方式行
动。
当然，人们要想理性地行动，必须知道世界是怎样构成的以及该怎样理性思考。
因此对于斯多葛哲学而言，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显得非常重要。
　　就内外之别而言，斯多葛学派究竟持怎样的观点呢？
在斯多葛派学者看来，从原则上说，没有一个人处于天然的社会团体--人类共同体“之外”。
犬儒学派的创立者第欧根尼（Diogenes）对早期的斯多葛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欧根尼反对在习惯和实践上把希腊观点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宣称他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并
由此丽著称。
当然，犬儒学派严厉地批评了希腊人对于公民道德的惯常的态度一一这种态度在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
德那里都通过各种方式显现出来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第欧根尼或许打算使他的说法成为经过深
思熟虑后的挑衅。
但是，正如努斯鲍姆（M.Nussbaum，1997：7-9）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斯多葛学派继承了犬儒学派
的这一点，并进一步发展了“世界公民”（kosmou poZites）的概念。
努斯鲍姆也引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斯多葛派学者“世界主义”的程度。
赛尼卡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两个共同体之内：我们的出生地所在的当地共同体和超越城邦的共同体。
后者“确实很大，也确实很普遍；在这样的共同体当中，我们不只是关心这个角落或者那个角落，而
是以太阳所照耀的地方为界来界定我们民族的边界”。
而此时在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语，“我们应该把人类看作住在同
一城市的人和邻居”（M.Nussbaum，1997：7）。
　　但是，斯多葛派学者并没有说实际上的政治（从非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来说）边界并不那么重要
，也并没有说它应该被废除，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首先是查尔斯·贝茨（CharlesBe-itz）所称为的“道德”上的而非“制度”上的世界主义者（Beitz
，1994）。
尽管有必要指出，他们高度地参与到了罗马帝国计划之中，也高度参与到了很多斯多葛派和新斯多葛
派之中，但对这一时期的记载通常会被笼罩在世界主义体制的阴影下，而这种潜在的世界体制就是罗
马帝国。
拉克坦谛（Lactantius）最为著名的评论，是把罗马评论为“提供所有事物的城市”（引
自Marcellinus'History）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简单而言，斯多葛派认为我们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效忠应致力于由所有人所组成的伦理共同体。
这并不意味着对局部的忠诚本身并不那么重要。
就某种意义来说，赛尼卡和西塞罗无疑是罗马公民卷入这一观点的伟大的代表者，而马可·奥勒留作
为一位皇帝，当然不可能对帝国内公民行动主义的存在或缺失漠然处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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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里斯·布朗、特里·南丁、尼古拉斯·里格编著的《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从古希腊到一战
的文本》是唯一一本收录了从古希腊到一战之间国际关系学著述的文集。
这些著述大多数节选自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康德和约翰·穆勒等
著名学者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名气稍小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包括其中，比如，巴黎的约翰、科内利
斯·范·宾克斯胡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这本文集汇集了50位学者，应该算是此类文集中内容最丰富的。
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并按编年体的顺序排列其中。
在每一篇内容前面，都有包括其历史背景和哲学脉络的基本介绍。
无论对学生的专业学习，还是对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工作，本文集都是一本理想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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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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