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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是“宪政的母国”，首创了司法陪审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和文官制；英国的宪
政发展是漫长的，它是第一个摧毁专制政体的国家，但也是最后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英国是保
守的，引用习惯法和古代法律是政治较量中的惯用手段；英国又是灵活的，关键时刻不惜邀请外国君
主驾临不列颠，赶走专制国王。可以说，英国是供宪政考古的博物馆，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
东西。本书是研究英国宪政史的力作，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过程将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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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我来说，这部书的确是大材小用了。我关心的不是史学史，而是法律人或者业余史学家，与
政治人或政治哲学家的分歧，所幸，我在书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黑尔和霍布斯的争论，以及洛克在
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截然不同的评价，对于我来说，都有着一种启发的意义。说实话，我非常害怕读
过后一无所获，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无功而返，所幸，这次还是有所斩获的。
2、有时间再仔细读一遍。
3、看了第一部，第二部没有看下去，剑桥学派的文章果然难读，我也无资格评价此书，只说一个印
象。那就是“影射史学”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英格兰的历史叙事中，无论议会派还是保王党，都把自己
所声张的权力推溯至“不可追忆”的时代，以此宣布自己的合法性（就好像中国人宣称的“天命”）
。这种对法律的解读，以及经由法律来认识国家历史的做派，深深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历史观。所谓历
史就是“当代史”，英格兰人做了最好的诠释。
4、非常有启发！（果然还是早年的波考克更好读，后来补写的一百多页的回顾与反思就实在看不下
去⋯翻译也还不错。
5、作者的思路其实并不复杂，通过考察普通法与西欧封建制的关系来反驳普通法纯粹“自生自发”
的传统故事。就是文献分析看头大，可能因为我不是历史系的人的缘故。
6、17世纪的思想家绕不开古代宪法的讨论，柯克为典型的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法律是不可追忆的，
它由古代习惯所赐。而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悖论是习惯是不断变化的，却又是持续不断暗含轨迹的。而
克莱格、斯佩尔曼则是发现封建法，冲击了古代宪法不可追忆的特点。在这观点交织碰撞中，波考克
引领我们穿梭在17世纪各思想家的书籍言论之中，从而置身其境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关心的问题和不同
学者的观点。
7、对我来说，仅具有文献学上的价值。我这么学渣，还真是对不起喽。（死鱼眼）
8、对论文构思帮助相当
9、功夫扎实，但阅读体验不佳，这也是剑桥学派的通病了⋯
10、原以为又是一本手艺人之书，未曾想克莱格、斯佩尔曼、哈灵顿和布罗迪自身的封建史论已足以
喧宾夺主。在后一层次上，伦巴第蛮族法和下议院宪政传统的亲缘性在诉求不同的历史技术实验室里
端倪若揭。在前一层次上，波考克的方法基调在溯源古宪法敌手的策略中生根发芽，并和其导师反思
辉格党式历史的宏图相映成趣。在引述斯佩尔曼类比土耳其军事采邑和欧洲初期封建保有的沉静姿态
中，在罗列布罗迪对佩蒂特混淆communitas regni词义的潜在亢奋里，在关联哈灵顿的哥特平衡图示和
马基雅维利的政体朽易观时，波考克的两个层次在气息上发生交叉，同时也警惕着匆忙闭合的危险。
在此意义上，1986年写下的第二部既是《”辉格主义“从财政革命到苏格兰启蒙运动》长文的重述，
也可以被看作打通1956年的”历史意识“和美德-商业新范式的总结。

Page 5



《古代宪法与封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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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