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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响人类的100位文化大师的生平，影响人类的100本名著的成书背景，影响人类的100本名著的思
想精华，影响人类的100本名著的权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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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兵，195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籍贯安徽桐城。
现为中央党校哲学教授。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1992－1993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在
世界著名哲学家M.达米特教授和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G.A.科亨教授指导的博士班，进修当代哲
学；2003年曾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办的“高级公共管理班”
，获EMBA。
1984年入中央党校，曾经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中央党校办公厅、
中央党校出版社和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担任领导职务。
1994年破格晋升为中央党校正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出版了《政治·哲学笔记》《审美之维》等著述及各类专著10余部，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经
典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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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切动物生来只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是不适用于人类的。
在格劳秀斯看来，国家是有理性的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
因此，他说，国家是自由人为了享有法律的保护和求得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完善的结合。
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君权神授”论，创立了君权人授的理论。
格劳秀斯认为，所谓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他说：凡行为不受别人意志或法律支配的权力就叫主权。
格劳秀斯有时又把主权称作“政治权力”。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统一的道德能力。
国家的其他职能都在主权之下。
格劳秀斯对国家主权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从广义上讲，主权应掌握在被人民的法律或习
惯所公认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手中。
他还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一个人为好，反对人民主权原则，提倡君主主权。
因为在格劳秀斯看来，当初人民是自由的并享有自然权利，而契约成立以后便产生了永久性的人民服
从主权者的关系，就和夫妻关系一样，缔结夫妻关系的契约时是任意的，但契约一旦成立，妻子就有
服从丈夫的义务了。
所以，君主不必永远服从人民的意志，因为道理是相同的，君臣是系当初任意契约形成的，契约成立
之后，臣民就必须承担服从君主的义务。
他认为，君主不仅仅是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有许多政府是以治者和被治者的共同利益为目的而存在
的。
许多的政府以被治者的福利为目的，国王是为正义而设立的。
但是，人民不能在国王之上，因为保护者通常是为被保护者而存在的。
保护者都在被保护者之上行使权力。
有人说，保护者对被保护者不称职时，便可以罢免他。
所以国王也应如此，格劳秀斯并不以为然。
因为保护者之上更有优越者存在，但在政府之上不能再有优越者存在，所以我们只要一个君主或团体
就行了。
格劳秀斯提倡君主权力论是有其历史原因和阶级根源的。
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因为尼德兰革命的结果是名义
上成立了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半君主国，贵族势力还比较强大。
另一方面，格劳秀斯处于欧洲封建专制时代，他本人曾受到路易十三的资助，而且《战争与和平法》
一书也是在法国写的。
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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