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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丛日云、庞金友主编，是“首届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级研讨班”的成果，来自中国大陆和台
湾的十几位专家集中讨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内容涉及不同层面的方法论问题，既有思想方法层面的问题，包括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
、普遍主义等；也有具体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如语境主义（剑桥学派）、施特劳斯学派、概念史研究
、历史语义学、修辞学方法等，供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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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两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出版的主要菩作有《两方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
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白山主义》等。
先后主持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传统政治文化
与现代政治文明关系模式的比较研究”。
主持“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资金项目”：“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其博士论文《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庞金友，男，1975年生，辽宁铁岭人。
1999年～2002年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师从丛日云教授。
2001年～2002年，留学于韩国鲜文大学。
2002年～2005年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徐大同先生。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卷，主要作者)、《中国公民读本》(主要作者)、《自由多元主
义》(合译)等。
主要论文有：《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国家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
维度》、《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新解读》、《公民社会：组织与作用》、《希望还是偶像：
全球化视野中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终极还是范式：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再解读》等。
主持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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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相对而言，美国革命不像法国革命一样，深陷于欧陆主权的“绝对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
相反地，在这块殖民地上，来自英国的移民透过革命，真实地体认革命的“开端启新”，脱离欧陆旧
传统的窠臼，建立新宪法，创立自由共和的新国家。
就这一点来说，鄂兰接受施密特的论点，亦即：法国革命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透过人民的决断，创
立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而美国革命在立宪的同时，也创立了新的国家。
对照法国革命的失败，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型构了自由宪政的稳定共和体制；美国的立宪既能保持多
元分立的邦联，也能建立一个邦联之间维持均衡和谐的联邦政体；换句话说，美国革命得以打破旧有
的主权的“绝对主义”，而能确立一个权力分散与多元的体制：上从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下至市镇
自主的社会，构成了这个体制的基本结构，其宪法区分了人民的权力与立法机构及法律的权威，两者
各有其权限与分际。
国会（或参众两院）作为公共舆论辩诘的常设制度，司法审查作为法治的判断机关，这两个制度显现
了法治的权威，并据此约束了人民（或民主）之权力运作可能带来的鲁莽与盲动。
尽管美国革命有了这样的宪政成就（姑且不论鄂兰是否美化了美国革命），但鄂兰也指出并批判这个
体制因采纳了代议（或自由宪政）的民主制，而遮掩了革命时期人民的权力及其展现的公共精神。
这种批判论与施密特对“议会民主”（或“议会立法国”）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参照，但在
解决代议民主制的问题上，两人所呈现的民主想象却南辕北辙。
两人都接受了鲁索的人民主权的理念，也承认人民的意志无法被代表，只要人民在场，代表就必须退
位。
但鄂兰否定施密特的“意志论”（voluntarianism）与主权的绝对主义，因此，她的民主论述不走向如
施密特所倡议的人民（与主权）的决断论，以及民主的同一性（与同构型）和民族的代表性；相反地
，鄂兰强调人民的结社所酝酿的权力，构成任何建制论证其正当性的资源。
但这种结社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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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研究》为政治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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