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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学》是古代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5年写成的。
在这部“关于政体研究的专著”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城邦政体的理论，提出了人类社会中的基本政
治问题，并对当时的各种政治体制进行了评价。
所谓政治学，指的是希腊当时的城邦国家制度研究。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其中的“政治”就是指城邦国家制度。
在《政治学》中，亚里土多德深入分析了当时希腊各个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
他将政体分为六种：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并按照高低优劣的顺序将
这六种政体进行排列，君主制最优秀，贵族制次之⋯⋯僭主制最低劣。
他在论述各种政体的时候，始终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共和制或
者其他制度的政体，只要能根据法律行事，就都是好的政体。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控制人口与加强教育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城邦人口的问题，他以政体理论为基础，主张控制人口。
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
”因为城邦既要考虑人口的数量，又要考虑人口的品质。
为此，他提出了“优生优育”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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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系统地提出了人类社会中的基本政治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刻解析。
《政治学》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而且促进了中
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

《政治学》主张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形式，让你我无法回避生活中的政治，但我们必须了解——国家
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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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编译：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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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在一些频频发生战乱的贵族政体城邦中，经常会出现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一些人非常贫
困，而另一些人极其富有，此时也很容易发生内乱。
波斯战争期间的斯巴达就是个例子，从图尔泰乌斯为人传诵的诗篇《郅治》可以看到这些内容，诗中
说到一些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希望重新获得土地，他们就联合发动了反对当局的内乱。
换句话说，在实行贵族政体的城邦中，假如某个人已经身居高位，但还有能力爬得更高，直至产生了
君临天下的想法时，也容易引发内乱。
波斯战争中身为斯巴达统帅的鲍桑尼阿斯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之，共和政体与贵族政体覆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违背了政体的公正原则。
共和政体的覆灭是由于它未能妥善地调整好平民主义和寡头主义这两个因素，贵族政体的覆灭是由于
未能调整好平民主义、寡头主义和德性这三个因素，尤其是前两个因素。
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若想维持下去，都必须竭尽全力调整好平民主义和寡头主义这两个因素。
不过，贵族政体还需调整“德性”这一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贵族政体要比共和政体维持的时间较短。
贵族政体更倾向于寡头政体，而共和政体更倾向于平民政体，因此贵族政体不如共和政体稳固。
共和政体多是人多势大，而且人们彼此平等，容易满足。
而贵族政体则把重权委任给富人，导致富人们变得暴虐和贪婪。
基于此，共和政体总比贵族政体更稳定些。
一般说来，不管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倾向于哪个阶层，这个阶层的力量都会趁机增长，政体也会随之
发生变更。
比如共和政体转向平民政体，而贵族政体转向寡头政体。
这种转变也可以在相反的方向上发生，如贵族政体变成了平民政体——其原因是穷人觉得受到了不公
平的待遇。
同样，共和政体也可以变成寡头政体。
在图里伊就曾出现过上述所说的这些。
在那里，起初对官职的财产资格有相当高的要求，但后来变得很低。
于是，有很多人都有资格担任官职。
但是，由于显贵阶层僭越法律，并且占据了全部，那些饱经战争磨炼的人便打败了显贵阶层的卫兵，
迫使显贵阶层交出多占的土地。
此外，由于所有的贵族政体都倾向于寡头政体，所以贵族中的显贵阶层就更容易占据更多的土地。
如在斯巴达，财产集中在显贵阶层，于是显贵阶层总是为所欲为。
对这些显贵阶层而言，在婚姻问题上他们可以随意婚嫁，洛克里城就因同狄奥尼修斯联姻而毁于一旦
。
不过，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平民政体中发生的，在调和了各种因素的共和政体中也不会发生。
我们在前面讨论一切政体时曾经讲过，忽视小节也容易引起政体变更。
贵族政体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很容易因为忽略了小节而不知不觉中发生变更。
在贵族政体中，起初人们只是忽略了政体中的某一个因素，随后就肆无忌惮地改动了越来越多的部分
，结果导致整个政体的秩序都发生了改变。
图里伊的政体就经历了这种变故，那里曾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将军在卸任后的五年内不得重新任职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学>>

编辑推荐

《世界法学经典名著:政治学》是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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