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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邀请》

内容概要

西班牙思想界的翘楚人物萨尔瓦多撰写的《政治学的邀请》，为读者的书桌上增添了一册有趣的读物
。本书可以概括为一种公民意识的自觉召唤：勇于认识政治、介入政治，努力把握自己的权利。他告
诉人们，人类永远在犯错误，甚至在一些最根本的事情上都会出错，但是人类也一直在创新事物，永
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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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Fernando Savater,1947- ）,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被誉
为“西班牙的萨特”。 欧洲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有“西班牙的拉什迪”之称，曾获Sakharov人权
奖、Anagrama奖、Fernando Abril Martorell奖、Cerecedo Cuckoo奖、奥尔特加·加塞特新闻奖等。2003
年5月，代表西班牙与哈贝马斯、德里达等7位公共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文章，挑战美国霸权。主要作品
有《尼采的思想》、《伦理与政治》、《教育的价值》等，其中最有名的为普及性读物《哲学的邀请
》和《伦理学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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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版序
第1章我们在这里相聚
第2章服从与反抗
第3章看看谁在发号施令
第4章希腊人的伟大发明
第5章三个火枪手的誓言
第6章这个世界的财富
第7章如何向战争宣战
第8章自由，还是幸福？
尾声我们能够抵达此处
附录政治术语小辞典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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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更凝聚了自我优化的回忆吧，由衷喜爱。不过社会学好像更有吸引力呀~
2、公民社会的确立，有赖于个体意识的觉醒。自由作为政治基础，就是“给一个理由先”。
3、等我把读书笔记整理出来。
4、偏于政治哲学
5、好书，有思想
6、“自由公民可能会运用他们的自由来终结自由，也可能会利用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取消民主。”
书里比较有趣的是那个“人类冲突来自于相互模仿”的点。其他都是老生常谈了，而且作者谈得还不
怎么样⋯大概已经告别喷子期了hh北大出版社尺度真大
7、一本政治学的入门读物，阐述了人类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发展的缘由，以及作者的观点看法。
8、作为政治学入门是一本很好的书
9、西班牙公知娓娓道来的样子
10、有些章节不错，有些章节太随意
11、没有高深的理论，同时也就没有太多真知灼见，但还是很不错的普及读物。其论人类的最大财富
在于相似性，挺有趣
12、通俗有趣，作为入门读物五分
13、作为入门读物挺不错的，表述清晰，平易，不乱飘术语。每章后面的引语摘要部分值得一读。有
余力的读者自当另寻他物。
14、如果在政治上人类已经成年的话，那应当是在法律的基础上人人平等而自由。可人们却害怕自由
给除自己以外的他人带来诱惑，所以请国家来约束管理指导我们自由行动。（but这个请来的管家反过
来使人们更痛苦⋯？
15、不离群索居就有政治。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公民教育，而不是灌输被挑选好的主义。
16、没有涉及到很多专业内容（说得好像你多专业似的！作为政治科普读物还是可以哒：）
17、也许看书就是一个能找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并将其系统串连的过程吧。欣赏作者亲切可人的口吻
，不标榜自身的观点，而是讲求批判精神。
“你拥有发言权，因为没有人能让你放弃，也没有人能代你发言。”
18、很是独特，不同于其他政治学的导论书，作者指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不是“权力”，而是“自由
”。对于社会科学上的一大共时性现象：社会肯定存在矛盾。（不论是阿罗不可能性定律还是奥斯特
罗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作者承认并将此对政治学下定义：政治无外乎是服从的道理与反馈的
缘由构成的集合体。此处再次与权力无涉。整个全书一大亮点是不对政治学概念进行框架性定义，用
提问的节奏展开。毕竟从“自由”视角出发，必然本书的一大自我意识任务是公民意识的自觉召唤，
因此各种社会“悖论”在本书出现频率很高。另外，文中加点的字词应该标出相应的西班牙文。
19、政治究竟是立足于“权力”还是生发于“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屁股所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
样认为，更深一步探究政治的基本问题应该致力于研究屁股的天然状态，或者说Paradox游戏里面开局
的起始参数⋯⋯
20、很棒的政治学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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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邀请》

章节试读

1、《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第194页

        4：在伦理学领域，个人自由提现在纯粹的行动里面，在政治学领域，个人自由表现在创造体制、
法律以及能够长久维持的管理模式⋯⋯

5：加缪：就政治而言，应该是手段评判目的。

11：我们的自然界就是人类社会，在社会中，我们才是人伦意义的产物。

12：社会中的法律和规则，不过是一些惯例。

16：人类并不满足于物种延续，而是渴求不朽。

17：社会机构的功能正在于抵御每个人都深感恐惧的致命归宿。

18：死亡是”自然“的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是超自然的，是一种技艺，是人与人之间
协同一致创造出的伟大艺术品（是联络我们的惯例，同时也最适合人类）

28：政治（请记住它是由服从的缘由和反抗的道理构成的）的职责就在于阻止纠纷、疏导矛盾，将冲
突仪式化，在矛盾演变成毁灭社会肌体的癌症之前将其制止。

42：上古：律法存留在集体记忆当中，这些记忆由社群的控制者和元老们掌管。我们究竟是惯常如此
，还是意愿如此，没有人甄别。

43：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合法性的最基本形式是，经由权威检验，证实它来自过去。父亲生活的
世界先于儿子生活的世界

52：在那些简单的、最为原始的社会集团中，自然性决定了政治等级；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神学
来论证为何在社会集团成员中存在阶级差异

60：希腊的民主政治建构：体育竞赛，戏剧

65：罗马人贡献了”法“，

68：历史的每一步确实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每变革一次，自然的痕迹就更少一些，人为的设计就更多
一些。

69：今天的问题：个人/国家的二元对立强化了。国家要援引个人之间的契约来得以确立，得以论证自
身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力图压制个人的反复无常，谋求自身模式的稳定性，克服对建构的
永恒消解

73：归属VS参与

75：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固守”我们是什么“，而在于能够不断自我完善。

93：动物们活着是为了渴求，人类活着则是为了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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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两种反战人士：和平主义者（宗教立场）、反黩武主义者（政治立场）
123：这种和平主义很容易转化为一种模式，觉得自己比周遭的世界更优越
124：反黩武主义思想从如下原则生发出来：任何一种政治机制，例如战争和军队，如果不能被另一种
更强有力、更行之有效的机制替代，那也就不能取消原有的机制。

132：政治上的自由包含责任，不负责任有很多类型：否认自我意志，无知，狂热，官僚主义式

137：家长制思想。幼稚病的不负责任：惧怕别人，惧怕自己。

140：宽容
141：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应当营造一个唯一的基础，然后在其上建构多重现实。
民主不仅仅是一个做决定的方式，它具备更丰富的内涵，包含一些不可撼动的原则。
142：吕克费里：在民主制中，如果为差异要求权力这一行为过度延伸，变成对权力差异的要求，这一
行为就已超出民主范围。

151：乌托邦意味着某种理念在其中最大限度地占据主导

152：政治理念绝不奢望改善人类品行，它的目标是人类社会——其作用对象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人们居
住其间的社会机制。

154：卡夫卡：劳驾，如果未来还需睡眠的话，就让它继续沉睡吧。倘若时候未到，有人偏要将未来唤
醒，那他就只能拥有一个昏睡的现在。

补充阅读：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2、阿伦特《人的境遇》
3、卡西尔《哲学人类学》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5.拉伯埃迪《论自愿奴役》
6.霍布斯《利维坦》
7.普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8.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9.吉卜林《丛林故事》
10.哈里斯《食人族与国王：文化的起源》
11.雅克阿塔利《千年王国》
12.卡内蒂《人的辖域》
13.桑塔亚纳《统治与权力：反思自由、社会与政府》
14：M.I.芬利《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
15.萨尔托利《政治理论要素》
16.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17.约翰基恩《民主与市民社会》
18.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9.马文哈里斯《我们的种族》
20.斯密《国父论》
21.《共产党宣言》
22.《生态学的含混》
23.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24.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25.罗素《工业文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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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萨斯《不驯的语言》
27.《马拉/萨德》
28.司汤达《论爱情》博尔赫斯《正直的人》

2、《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自由，还是幸福

        公民首先会因为别人的自由而感到恐惧。自由的制度就是具有这一特征，因为每个人对于将要发
生的事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每个人都感到别人的自由是一种威胁，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依照我的预
期行事，每个人都有义务顺应我的要求，绝对不能触犯我的利益。如果其他人是自由的，那么很明显
，他们可以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他们能如我所愿只做善事，这样岂不更好？如果放任他人生
活于自由中，我岂不是要担待巨大的风险？只要别人不能享受自由，很多人宁愿放弃他本人的自由：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每当大家觉得必须如此，情况就已不可挽回。⋯⋯你不要以为永远是执政者想
要取缔自由或者最大限度地削弱自由——很多情况下，是公民们对自由感到厌倦和恐惧，于是他们主
动呼吁当权者进行镇压。⋯⋯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自由公民可能会运用他们的自由来终结自由，也可
能会利用大多数人的民主来取消民主。

3、《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第一版序

        虽然在这本书中，凡是我所热爱的东西，我都会毫不掩饰地站出来表示支持，然而最终，我不会
总结出什么寓意和教训，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会劝诫你必须去投哪些人的票，
也不会建议你应该给什么样的人投票。我们要找寻的问题，是政治学中最要紧的事（而不是当今那些
政客们正在操劳的要紧事⋯⋯）。此时此刻，你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你要努力把握这个权力，因为没
有人能让你放弃，也没有人能代你发言。

4、《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这个世界的财富

        在西方世界常可听到这样的呼声：第三世界的种种不幸都要归咎于第一世界在那里犯下的累累罪
行。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态度更加普遍：倘若可以把所有错误都算在外国势力的头上，我们
自己也就找到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从而也就摆脱了干系，也就用不着心急如焚地去寻找什么解决
方案了。

5、《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政治术语小词典：民族主义

        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发端于多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为了共同的政治诉求而联合起来，
最终铸造了现代诸国。在民主制度中，来自何方并不重要（所有的民主主义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移民
，他们刚刚加入这个异乡人的共同体中，并愿与别人分担未来），重要的是，应该遵从平等的法律，
从这些法律出发，我们愿和其他人并肩前行。

6、《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第一版序

        我坚信，每个人都有这份权利，以一种合乎人性的、尽可能完满的方式享受人生。生命，不该贡
奉给神明，不必祭献给民族，也不用交付给受苦受难的全人类。然而，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人性的完
满，我们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如同其他人那样生活，但还要和其他人共同生活
，或者说，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假如我对社会不闻不问，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就好比我坐在一架客机上，飞机驾驶员不但酩酊大醉，而且遭到了一位疯狂劫机者的胁迫。劫机者
扬言要引爆身上的炸弹，而眼瞧着飞机的一个引擎就要失灵⋯⋯ 此时我不但没有和余下那些理智而头
脑清醒的乘客联合起来自救，相反，我吹着口哨，眼望着窗外风景，然后招呼空中小姐，请她把午餐
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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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政治术语小词典：民族主义

        一个民族就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而促使他们聚在一起的缘由是一个共同的错误：关于他们的起
源，他们之间的群体之爱，以及他们对邻人的仇恨。

8、《政治学的邀请》的笔记-第二章 服从与反抗

        政治不外乎是服从的道理和反抗的缘由构成的集合体。

Page 9



《政治学的邀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