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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萧公权政治思想研究》是采用政治学的原理和观点来分析萧公权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历史学专业与政治学专业的共同主题，但是由于所受学术训练不同，历史学者与政
治学者在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注重政治学原理的运用。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选择运用政治学的原理来分析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笔者的一种偏好。
　　正因此，《萧公权政治思想研究》首先要避免将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写成思想评传，而是寻找萧公
权学术思想中与政治学有关的几个主题词，并试图探寻这些主题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把握萧公权
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脉络。
再者，萧公权学术研究非常广泛，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而其学术生涯后期的研究领域则
主要在历史学方面，因此评传式的研究方法适合对他的学术进行整体研究，但是不适合放在政治思想
这个主题上，如果这样的话，萧公权后期史学研究背后的政治意涵也就很难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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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文杰，男，1972年出生，199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法学硕士。
现任。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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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顾昕的分析如果无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萧公权所主张的“最高领袖”论与独裁派论调的根
本区别，那就是对自由民主价值的珍视。
独裁派为避免与传统专制主义的区别，提出所谓“新式独裁”的主张。
他们希望新式独裁者所做的事情，要么是国家统一，要么是民生建设，但是几乎没有提及民主政治。
即便提到，民主往往也是被作为反面教材来使用，简单而言，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并不能帮助中国实现
统一和现代化，只有独裁才能做到这一切。
萧公权固然赞成通过“独裁”实现国家统一，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应当说他比独裁论者看得更
远。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萧公权视个人自由为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套用严复体用论的
说法，萧公权的观点可以说是“自由为本，政体为用”。
任何政治，在萧公权看来，只要能促进个人遂生达意自由的发展就是正当的政治，相反则是坏的政治
。
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不能以自由为本，因此要予以否定，那么新式独裁又怎样呢？
　　1936年，萧公权发表了一篇书评《评戴维男爵著、范勒著》，这篇书评的发表颇有深意。
一则，这两本书都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它们都对独裁政权表达了反感；二则，当时的中国，关于效
法德意实行法西斯主义专政的呼声甚嚣尘上，这篇书评不啻是对这种狂热情绪的冷静批判。
故文章一开始，萧公权就说：“在今日独裁盛行之世界中，凡信奉民主自由主义者，读此二书，当可
得不少精神上之安慰。
”①戴维的《强力》-书主要探讨如何运用强力才为正当的问题。
该书作者认为，强力只是执行法律与实现正义的工具，其使用范围只能限于维持公共安全与秩序；而
要使强力能合于正道，只有实行民主政治。
范勒的《墨索里尼之意大利》一书则是直接针对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所作的批判。
作者认为，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在意大利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墨索里尼的权力野心以及为实现此野
心而采取的各种毒辣手段。
作者还指出，“法西斯独裁牺牲人民之自由以图自存。
党人虽以培养国民忠勤勇信诸美德自命，然极度压迫思想言论自由之结果反使诈伪浮夸谄谀之徒得志
。
统制思想之严密，虽大学亦不能免党人之干涉”。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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