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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

政治思想史，顾名思义是研究政治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的科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则是研  

究西欧，北美一些主要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是  

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它是反映  

了不同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治要求和政治见解，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观点，政 

治理论和学说.其内容具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等特点 

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应注意这一课程的性质和内容特点.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是政治学、西方哲学史 
等的后续性课程，在专业课程结构中属于提高性课程。

二、课程目标

”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专业(本科)的必考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考生的政治理论 

知识水平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设置本课程的具体要求是：使考生能够较为全面的运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弄清西方近现 

代政治思想史上主要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的逻辑联系，领会和理解西方近现代政 

治思想上重要政治范畴，从而提高考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更好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本学科以西方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以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为点，以政治思想的相关领域 

为线，系统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演变的学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加深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 

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有助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我们与包括西 

方在内的世界的文化交流；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思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研究，使学生全面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观 

点、方法，发现(提出)问题、分析(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感和政治鉴别 

力，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权利观等。

选用教材：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教学方法：

以讲授为主，课堂上有目的地安排一些讨论。

参考书目：

《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马啸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张桂琳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徐大同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学   时 ： 6 8

学    分：4



考核方式：考试

导  论

分配学时：4学时

教学要求

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了解： 西方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一)、研究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 
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观点、理论和演说。

(二)、各种政治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合乎逻辑的历史联系。

(三)、各种政治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具体联系。

(四)、各种政治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在西方政治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从宏观上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及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古代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古代罗马

封建社会——中世纪时期

近代社会——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巩固(西欧、北美)

与此相适应，西方政治思想则从古代自然政治观发展转变为中世纪时期神学政治 
观，以及近代以来的权利政治观。

A.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观 -----自然政治观

这个时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初步繁荣时期。突出表现在古希腊，它的政治思 

想一经产生就进入繁荣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具有自然特征，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 

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B.  中世纪的政治观 ----基督教神学政治观

政治思想完全臣服于神学思想，神学思想统领一切，政治学和其他一切学科都被纳 
入神学体系，成为神学的婢女。政治思想具有神学特征。

C.  近现代政治观——--权利政治观

近现代思想发展演变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是前两个时期无法相比的。资本主义时 
期思想直接影响到当代政治思想。当代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溯源到近代政治思想。政治思想 
具有权力特征。

三、西方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二)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三)坚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

(四)坚持寓评于介的原则。

课堂讨论：

政治思想如何影响世界?

本章参考书目：

1、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浦兴祖：《“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 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一章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

分配学时：7学时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柏拉图的正义的理想国和哲学王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和政体思想，西塞 
罗的自然法理论

熟 悉 ：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特点，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的设计思想， 

西塞罗的国家学说

了解： 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概况，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阶段，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的生平、著作和地位。

二、考核知识点

1、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2、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3、斯多葛学派的政治思想

4、波利比阿的政治思想

5、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三、考核要求

1、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2、柏拉图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领会：柏拉图理想国的主要内容.

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地位与作用.

3、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领会：亚里士多德政体观的主要内容.

理解：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地位与作用.



4、波利比阿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领会：混合政体理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5、西塞罗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领会：西塞罗自然法理论

理解：西塞罗世界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四 、课堂讨论

1、 试比较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谐论和老子的“道”。

2、如何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

3、 如何评价苏格拉底之死?

4、 试从制度与思想角度比较雅典与斯巴达

5、 古希腊人把“重言不重力”视为理性选择，你对此有何评价?

第一节古希腊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思想概述

一、古希腊的社会概况

( 一 )城邦

古希腊的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其外部的主要显著特征是小国寡民。城邦制度是 
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产物。

与东方国家相比的特点：1、最高权利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官员、法庭等等。 

这些城邦即使是结盟也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是互不统属的。2、直接民主。公民大会的权威 

高于任何个人。 一般公民在政治权利的行使上主要表现在议事和审判上。3、只有公民有公 

民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等，边区居民、外邦人、农奴、妇女都没有公民权，公民其实只是所  

有人中的百分之几。

(二)城邦制度的特点

1、 整体城邦观

在处理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时，把公民看作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利 
益，个人利益依附与城邦的整体利益。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完善，而不是财富的积累，抨击世 
俗欲望。不同利益间的合理分配就是正义，人所不可缺少的品德是要节制。

2、切入政治的视点已经转换

(1)荷马诗史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本源，神命观。(2)一批自然哲学家，荷拉克力特等自 
然政治观，以解释自然为本职的，认为宇宙理性必然性支配了人类社会、政治社会的运行。

(3)把观察政治的眼光转向了现实和人自己。苏格拉底等的伦理政治观。 
3、 重视政治理论

政治气氛相当活跃，当时各种政体并存，政体是决定性的，决定人的生活好坏。

二、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西方政 
治思想的萌芽，到早期的立法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西方政治思想产生的过 
程。

(一)自然政治观和整体主义国家观

他们认为，城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由自然的社会组织家庭、部落和村社自然进化的 

产物。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将国家视为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城邦是公民的共同 

体。



(二)理性的政治思考与科学的研究方法

公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通过他们的法律和民主制度规范了政治权力，实现了 
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在研究方法上也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

(三)公民的政治视角

古希腊的政治家都是站在公民的视角认识政治现象的。公民所享

受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四)特定的研究主题和范围

主要是对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和职能等的一般认识，以及关

于如何组织和管理城邦的观点和主张。

三、智者和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

( 一 )智者

智者不是统一的思想流派，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智者关注社会问题， 

他们的贡献是以人的眼光看待社会，抛掉神的观点。他们的思想为后来以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和思想来源。

(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与智者同时代的人，他与智者一起，推动了希腊哲学研究兴趣的转向， 

即由自然转向人和社会。强调道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而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 

本。“美德即知识”,主张“精英政治”。

第二节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代表作《理想国》(《国家篇》)是他中期的作品，还有《法律篇》和《政治家》。

二 、理念论

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 

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 

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 

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理念是世间万物的 

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

柏拉图否认现时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 
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

三 、理想国

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

(一)城邦起源于社会分工

他对城邦的定义：城邦是一个公共住宅区， 一个人单独生活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找一帮 
人一起互相帮助。城邦分为三个阶级：劳动者、护卫者、统治者。但这个概念的政治涵义不 
强。平等思想比较少。

(二)对理想国的分工合理性的论证



城邦目标与性质： 一定要照顾城邦整体的幸福，不能只突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是 

说统治者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私利。

城邦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任一个敌人进入城邦，理想国是一个整体国家。城邦的性质就是 
阶级的品德：统治者是智慧、护卫者是勇敢、劳动者是节俭。他分析个人的灵魂：如果在个 
人的灵魂里找到与城邦相一致的东西，就是正义，最高的是理性，还有勇敢和欲望。正义应 
该是分工合作、智慧为首。

取消家庭和取消私有财产：认为统治者不能从商。对以后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影响，但本 
质不同，不是其思想源泉。

三、哲学王理论

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内容。哲学家集政治权力和知识要结合一身，其他 
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这是理想国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一)哲学王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实四种政体都是坏的，原因主要在于统治者的无能和人的品性的堕落，要改造现实的 
不良政治，必须从改造人入手，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

(二)知识治国

柏拉图区分了“知识”和“意见”两个范畴。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它是对“理  

念”的把握。只有哲学家才达到了对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家应该怎样组织和治理。

(三)美德即知识

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人只有具备了善的真知识，就会有完善的德行。哲学家 
是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因此，必然是德行最完美的人。

(四)公民品性改良的需要

为了培养品性改良的公民，柏拉图提出在哲学家和军人内部废除私有财产和家庭。

四  、 政体思想

(一)早期的政体思想

早期的政体思想主张“贤人政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都是不当的政体，它们依次堕 
落。

(二)晚期政体思想的发展

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图的政体思想趋于成熟，主张实行混合政体。

五、柏拉图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古希腊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西方政治学的创立者。

代表作品有：《政治学》,《雅典政制》。

二、政治学体系的建立

(一)学科分类

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形成了自觉的学科分类意识，并对人类知识进行了 

系统分类。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政治学主要是研究人和城邦至善的科学。政治学的对象是城邦。

(三)政治学研究方法

亚里士多德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历史和经验的研究方法；溯源法和分解法等。

三、城邦理论

( 一 )  城邦的起源

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城邦的本质，他认为探讨政治问题一定要追究到根。把人类的社会 

团体分为三个阶段：家庭，村坊，是一定数量的家庭团结起来的更高级的组织，由长老统率， 

他认为王权就是这样产生的；城邦是最高级的社会团体，像自然界的成长一样只有在长成以 

后才能看清楚。

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到了城邦阶段才能对人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  城邦的本质

从政治利益上讲，强调城邦是个政治团体，城邦是公民和自有人之间同等身份的组合，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施令者或受令者。

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政治性的组织。看一个人是什么性质，只要看他的政治身份，看是 
否有这个权利。城邦就是公民的团体。

(三)  城邦的目的

城邦的真正目的是人的道德品质的完善，以政治调节并达到每个人的优越生活。这与伯 

拉图一样。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城邦只能是军事同盟。法律的实际意义就是促使人们 

达到道德上的完善。

四 、政体理论

( 一 )  政体的含义

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 
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二)政体分类的标准

政体是关于最高治权的组织。两个标准：政府的宗旨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 

六种类型(见书)。所谓全城邦人民，不是指多数人，而是少数阶级。大众能不能分担政治 

义务(轮番执政)是看这个整体是否正常的一个标准。

(三) 政体内容

君主政体，君主是品德和才能都突出的人。平民政体，是多数人掌权的不好的政体，它 

是现实希腊社会最常见的政体，最大特征是贫穷和贫富对立。寡头政体，特点是以财富为依 

据，只注意富人掌握统治权，不让所有的公民来参与政治。贵族政体，特点是注重才德，守 

法。共和政体，混合了贫富两个阶级，兼顾了有产者和自由身份，最符合现实。僭种政体， 

很少或完全没有法制，让民众贫穷，与好人为恶。从正反两面总结了法律。

四、对理想城邦的设计

(一)最优政体：中产阶级掌权的共和政体

(二)主张私有公用

(三)主张公民轮流执政



(四)主张法治

(五)城邦的疆域

(六)城邦的教育

五、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和影响

(一)开创了西方传统政治学体系

(二)提出了研究政治学的新方法

(二)  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治观点

第四节  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希腊化的概念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即位，他建立了跨越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 
个帝国虽然很快就瓦解了，但希腊文化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得到了广泛传播，历史上称 
为希腊化时期。

(二)希腊化时期的特点

马其顿于公元前338年征服了希腊，希腊各城邦都成了马其顿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到公 
元前146年，罗马并吞马其顿，希腊人又成了罗马统治下的臣民。这样，希腊人的自由时代 
便成为过去。

与这种社会巨变相适应，希腊人的思想观念也开始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城邦制的解 
体和社会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那种“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念消失了，哲 
学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伦理方面，探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幸福是什么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作 
出了不同的回答城邦制度的解体和政治思想的演变，种族和文化的融合及世界主义思潮。

二、斯多葛学派的政治思想

斯多哥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认为人生真正的幸福就是服从命运的安排，顺应自 
然而生活。他们宣传宗教信仰，反对追求快乐，主张克制一切欲望，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 
命。

著名的代表人物，如塞涅卡等，主要提出了自然法思想、人的精神自由思想、人人平等 
思想。

三、波利比阿的政治思想

政治学由希腊向罗马的转移，使罗马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实践也相当 

成功。波利比阿的生平和著作，写下了不朽著作《历史》,系统把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介绍到 

罗马，强调混合政体理论，较早地提出了分权和平衡原则。

第五节 古罗马的政治思想

一、古罗马的社会状况

(一)古罗马的产生和发展

(二)奴隶占有制经济的高度发达



(三)古代的民族大融合

(四)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疏远

二、古罗马的政治发展的阶段

(一)王政时代

(二)共和国时代

(三)帝国时代

三、古罗马的基本政治思想

( 一 ) 罗马法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二)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六节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

主要代表著作是《论共和国》。

二、国家学说

(一)国家的起源

(二)国家的含义

(三)国家观念的转变

三、 自然法理论

(一)自然法的含义

(二)自然法与成文法的比较

(三)法的目的

四、世界主义的思想

(一)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世界主义的内容

(三)世界主义思想的局限

五、西塞罗思想的影响

第七节 罗马基督教的政治思想

一 、  早期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是受到打击和排斥的。其救世主思想影响很大，有穷人喜欢的平等的思想， 

明显的同情社会的弱者。鼓励有钱人变卖财产接济穷人教友，抬高人的精神信仰而贬低人的 

物质欲望。在现实中，对世俗统治者是抱着默认的态度的，不直接抵抗，提倡忍耐和顺从， 

因为权利是来源于上帝的。

二、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早期的神学家，把产生于东方的基督教教义与欧洲的古典哲学统一了起来，从而开辟了 
一个新的思想。著作有《忏悔录》《上帝之城》。

(二)双城论

认为信仰应该高于哲学，将未来放在信仰上。贬低人及人的理性。 一切都为了证明上 

帝的完美，人的地位下降了。人被区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贬低肉体而抬高灵魂，人的 

欲望是低等的机能，人的理性是高等的机能。

人是不能自救的，对于人的拯救只能归于上帝，所以中世纪人性相当压抑。贬低世俗国 
家，认证教会统治的合理性，主张用基督教改造国家，为神权政治理论做准备。

本章参考书目：

1、陈村富等编：《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5、  托马斯·阿奎那： 《亚里士多德十讲》,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3年版。

6、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保罗·埃尔默·摩尔：《柏拉图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3年版。

8、 西塞罗：《论共和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思想

分配学时：5学时

一、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欧洲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政治观念；理解中世纪欧洲政

治思想的发展与特征；掌握阿奎那政治思想和但丁反对教会统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中世纪西欧的后期的政治思想

2、 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

3、 阿奎那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三、考核要求



领会： 阿奎那政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理解： 阿奎那关于法的思想.

四、课堂讨论

1、 中世纪神学政治思想如何协调信仰与理性、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

2、 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

第一节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思想概述

一、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状况

(一)国家与教会的二元体制与基督教精神一统天下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特征。

公元5—16世纪末是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其中公元5世纪末—14世纪末是封建社 

会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史称“中世纪”;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是封建社会解体和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史称“文艺复兴”。

1、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历史特点

封建庄园经济逐渐形成；封建等级制度逐渐形成；教会权利日益扩大

2、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历史特点

城市的兴起；等级君主制的形成；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日益激烈

二、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思想



(一)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和理论

(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

(三)市民思想的兴起



(四)  基督教异端思想

第二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他是当时神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

主要代表著作有《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等。

二、国家理论

( 一 )  国家的起源

人天然是社会和政治的动物，要比其它动物过更多的社会

生活(这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人是靠自己的推理能力为自己制作生活必需品，但人又

不能单独制作一切，所以必须在一起。

灵魂控制身体，理性控制欲望。自由人是自己行动的主宰，管理是为了公共的幸福。 

人是不平等的，优秀的人应该有支配权，其它人应该充当奴仆。自有人对奴隶的管理是

为了主人的目的。

(二)国家的目的

国家的目的并不应该只是保持生命和身体的健康，或者积累财富，或者是知识和真 

理的传授。人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世俗的东西也是必需的，在

一定意义上承认世俗国家的合理性。

三、政体思想

( 一 )  政体分类

正义的政体应该是为公众谋幸福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的宗旨是一致的。具体分类 
见教材。

注意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相比较，有继承关系，但在使用同一个术语的时候内涵可能 
不一样。将君主政体排在第一位，其理由显示了经院哲学的呆板，本身和平的团结一致。在 
排序中，权力掌握在越少人手上越好。



他本身主张一种混合政体，民众应该有参选的资格，是受贵族制约的选举君主制。 
(二)理想政体是君主政体



君主政体的目的：人间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舆论。 一个虔诚为百姓谋幸福的君主是上帝 

的福赐，但这种幸福不是永恒的。君主实施仁政最大的报酬就是他能够得到友谊，暴君以畏 

惧作为自己的靠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所以一个受民众爱戴的政权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他 

并不抬高世俗的报偿， 一个好的君主往往可以得到更多世间的利益，比暴君多的多。

(三)反对暴君政体的思想

君主的职责：从统治者的目的来给予暴政定义，统治者损害社会的利益来实现个人的利 
益就是暴政。

防止暴君和暴政的方法：君主人选应该有足够的好的品性、限制权力本身。而他更多的 
是谈忍受和反抗的关系，认为如果暴政不是太过分，就应该忍耐以防止更大的变革的危险， 
如果不堪忍受，可以由有力量的公民(上等人)起来推翻暴君，如果我们无力反抗，那就只 
能相信上帝的力量了，面对一个暴君应该首先避免公民自己罪恶，暴君是上帝对世人罪恶的 
惩罚，只有先赎罪才行。

四、法的思想

他关于法律的思想是他人权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

( 一)法的本质

人类行动的准则就是人类的理性，理性要通过意志支配人的行为，因此，法的本质就是 

“受理性节制”的意志。

(二)法的目的和法的特征。法的目的应该是社会的公共福利。强调法的道德作用。要 

求法的执行者应该有良好的品性， 一个暴戾的法不是法而是法的暴戾，法律必须符合道德。 

统治者用强迫的力量来实施法律。

人作为理性的动物， 一是支配自己的行为， 一是支配万物运行，是神的意志的参与者， 

分享了神的智慧，这是自然法的意义。他要求人保存生命，相互保护，相互爱。自然法的实 

质是不可变的，他的可变性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是神法和人法对它的补充。

(三)法的分类和各种法之间的关系。神法等于教会法：神法和教会法属于主教的神权。 

为什么人法需要神法的补充和指导，见教材。人法只规定人的外在行为，深入人的内心只有  

靠神法。排序是：永恒法大于自然法大于神法和教会法大于人法。

五、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

本章参考书目：

1、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圣经》

4、 文庸等：《基督教学》,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三章  16世纪西欧的政治思想



分配学时：5学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解马基雅维利，布 
丹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能了解其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

1、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

2、宗教改革基本内容

3、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4、布丹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5、莫尔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考核要求

1、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

识记：(1)文艺复兴的含义；(2)人道主义的内容.

2、 宗教改革的基本内容

识记：(1)宗教改革的性质；(2)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3、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领会：马基雅维利非道德主义政治观的主要内容.

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地位与作用.

4、布丹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识记： 布丹主权思想的含义及其特征.

领会：布丹主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应用：布丹主权思想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

5、 莫尔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识记：圈地运动的罪恶.

理解：《乌托斯》的主要内容.

四、课堂讨论

1、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思想解放有何影响?

2、如何理解圣经中的“失乐园”事件?

3、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

4、从《理想国》到《乌托邦》

5、主权的原初含义

6、加尔文的日内瓦“新政”

第一节  16世纪西欧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思想概述

一 、 16世纪西欧的社会状况

处于中世纪末期，是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关系最密切的部分。

(一)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涨



文艺复兴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上是批判天主教神学的时期。东罗马 

帝国灭亡，开始复兴希腊文化，人开始觉醒。

( 二 )  民族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

(三)  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反对教皇的专制权力和教会腐败，世俗君主趁机掠夺教会的财 
产(还俗)。教会民主化，国王成为教会领袖。思想解放，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需 
求信仰根据，而不必通过教会。

二、16世纪西欧的政治思想概况

(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政治思想

(二)近代政治学的开端

(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四)宗教改革运动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代表著作是《君主论》, 
《论战争的历史》。

二、权力政治观

(一)他的思想标志着近代思想的开端：

1、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国家和政治问题，从人性恶的角度阐述 
了国家的产生。

2、 注重现实和经验，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掌握权力。第一次将政治与伦 
理道德区分开来。

(二)性恶论：国家学说的基础

以人性恶作为基础，试图发现国家运行的规律，哲学性不强。国家运行的前后一致性 

来解释统治相似的地方。他将佛罗伦萨看成是一个有机体，探索它自己的发展道路。把现实 

与历史联系起来。人的所作所为是邪恶自私的，人性的善是不足以医治的。

人性恶促使国家的产生，以人性恶作为基础，试图发现国家运行的规律。

(三)否认传统道德戒律的作用

权力政治观是非道德的政治观，权力是国家的基础。他的思想其实是反对封建和中 

世界的。反对从伦理和神出发研究问题，而注重人的历史经验，注重人性。非常现实，重视 

实际，“人在思维方式上应该区分实际上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是两回事”。如果有人放弃 

实际生活，完全进行德行生活，他实际上是自取灭亡。古代抽象的道德只在书上找得到，在 

现实中没有，以此来指导政治是可笑的。

三、政体思想

(一)理想政体的选择。

承认共和政体理论上好，但实际上意大利只能施行君主制。最好的政体形式是混合政体， 

与以前是相同的，是三种势力的平衡，这里他所说的混合政体实际上就是指共和制。如果人 

民习惯平等，则应该搞共和国，而当时的佛罗伦萨没有条件，但可以为共和国做准备。



(二)现实的政体选择：君主专制。

在现实条件下应该保持君主的权力。思维特点是理想上推崇共和国，实际上主张君主制。 
认为夺取权力困难而保持容易，如果君主是靠幸运得到政权，那就很难保持政权。

四 、统治方法

( 一 )  君主应大权独揽、注重实力。

统治者要让人守法只能靠强力。面对人的反对和冷淡的支持，只能靠武装把国家建立起 

来，这样人民自然会支持，赤手空拳的预言家都失败了。

(二)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

他的政治权力与现在的强力、暴力相似，靠军队维持统治的方法叫做野兽的方法，靠 
法律是人的方法。饥饿使人勤奋，法律使人为善。

(三)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

统治术就是政治手腕。基本观点就是不必受道德准则的约束。 一般来说我们鄙视的东 
西他都赞扬，比如虚伪等。

(四)君主不能与人民为敌。

君主当然应该让人害怕，但不要让人轻视和憎恨，要掌握好尺度。

(五)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权术思想。

人所采取的手段应该有道德判断，不能因为自己的目的高尚就为所欲为，目的与手段应 

该是统一的。潜藏在他心里的是热切的爱国主义，只是他把形势说得如此严峻让人不喜欢他。

道德观：政治是非道德的；统治者和人民的不同道德标准

五、马基雅维利的影响

第三节 路德和加尔文的政治思想

宗教改革实质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恩格斯称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 
一次大决战。

1、马丁·路得

核心思想是“因信称义”说，即人的灵魂得救不必通过教会和教士的媒介，只靠自己虔 
诚的信仰，个人就可以直接与上帝交往，因为在上帝面前教士和俗人都是平等的。

主张取消教阶制度，取消教会和教士的特权和各种繁缛的宗教仪式，建立“廉洁教会”。 

他还明确了“正教分离”原则，因为只有正教分离，才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2、 加尔文

核心思想是“预定论”,即上帝对人的拯救是事先安排好的，不是靠自己的善行与功 
德。虽然强调宿命论，但是包含有“成事在人，谋事在天”的观念。这种思想最适合资产阶 
级的需要。

第四节 布丹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法国政治思想家，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



代表著作是《国家论六卷》。

二、 国家理论

( 一 )  国家的起源。

家庭和私有财产是同时产生，突出家庭中家长的特殊地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的起源 

有一种强力的争夺在起作用，这与亚里士多德不同而和近代思想家相似。

(二)国家的本质。

神法和自然法永远在国家和公民至上，主权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在政治上的。

三、主权理论

他的主要贡献是主权学说。针对当时已经统一的法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提出应加 

强国家的权力，为现存的君主权力进行了辩护。强调了主权，也就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国

家观的加强。

( 一 )  主权是国家的本质

比喻为家长在家庭中的最高权威。主权者可以是一个政治机构，但最好是君主

专制。主权的属性见书P111。 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反对议会分权。

(二)主权的含义

(三)主权的内容

(四)主权的特性

四、政体理论和政府理论

( 一 )  政体形式

国家的类型有君主、贵族、民主，不主张混合政体。权力的形式也是以上三种。 

类型和形式可能是不一致的，比如古代雅典，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是民主制的国家，同

时公民直接管理政府，这是一致的，罗马共和国是民主制，但政府是贵族制。

(二)政体选择



政体是变革的，看它是变迁还是革命，主要是看主权的归属是否改变。他的政体

主张还是停留在君主政体上的。君主制给人的印象很强大。政治专制主义，不许借口反



暴政反对君主，如果人民这种权力，可能导致最严重的暴力。

(二)政府形式

政府目的不是保护自由而是保护秩序。到了分权论时，往往变成保护人民权力。君 

主不应该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在法国，国王除了征税以外无需三级会议。司法裁判权不

是独立于君主的。

五、布丹的影响

本章参考书目：

1、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2、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4、 布丹：《国家论六卷》(英文版),纽约，1955年版。

第四章 17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

分配学时：4学时

一 、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和主权学说，斯宾诺莎的自然权利论和政治自由思想。熟悉 

17 世纪荷兰的政治思想概况，格老秀斯的国际法的政治基础，斯宾诺莎的契约立国论。了 

解17世纪荷兰的社会状况，格老秀斯、斯宾诺莎的生平、著作和影响。

二、考核知识点

1、格老秀斯的政治思想

2、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

三，考核要求

1、格老秀斯的政治思想

识记： (1)自然法理论(2)主权理论

2、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

领会 :思想自由论

理解： 思想自由论的内容及其作用



四、课堂讨论：



1、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

2、人性与契约

第一节17世纪欧洲大陆的社会状况

和政治思想概述

17 世纪是西方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西欧开始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 
思想领域的特点：

1、文艺复兴进入高潮，启蒙运动刚刚开始

2、人们开始把反对宗教神学作为主要任务。(打着两种旗帜反对宗教神学，即泛神论和 

自然神论)

3、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形成体系，其主要特点是“权利政治观”4、权利政治观理论 
体系都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然法学说的基础上

第二节 格老秀斯的政治思想

一 、 生平和著作

历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主要代表著作是《战争与和平法》。

二、自然法理论

(一)自然法的含义

提出“人性乃自然法之母”,从人性推演出自然法来，其中论述了理性与人性的关系。

(二)法的分类

抬高自然法而贬低神法。法分为两大类，源于人类理性的是自然法，源于意志的是人类法 
和神法。

(三)各种法的关系

自然法源于人类的理性，适用于全人类，神法源于神的意志，给予一般的人类。

三、国家理论

他是近代第一个明确地把国家看作是订立社会契约的产物；第一个明确地把自然法和契 

约论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 一 )  国家的起源



国家起源于自然状态，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



(二)国家的目的

国家的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公众的力量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四、主权理论

他的主权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国际关系中考察国家主权问题。

(一)主权的含义

主权就是不受另一个权力支配的权力。

(二)主权的内容

主权对内最高，对外独立。

(三)排斥人民主权

为了维护国家和平的秩序，国家有权制止人们之间无限制的应用天赋权利。否定人民主权学 
说，主张君主专制。

五、 国际法的政治基础

(一)自然法是国际法的政治基础

(二)国际法的分类

(三)战争问题

六、格劳秀斯的影响

第三节 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伦理学思想在西方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是

《神学政治论》。

二、自然权利观

他研究自然法也是从人性出发，但他把所有的人性都称为自然法或者自然权利，没有包 
含理性这个概念。他的自然法思想不具有近代意义。

三、社会契约论

国家产生的目的是限制自然权利或者欲望的东西，以保障社会的有序和稳定，这实际上 
是对自然权利的约束和制约，而不是对私人空间的保障。因此，这一思想也和近代主流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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