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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对中国制度的分析到位
2、2016-5-13
3、看完都没去标，现在才想起来，看来这本书确实没干货
4、政治秩序是否进步取决于各阶层（中央政府、贵族或既得利益阶层、士绅或中产阶级、第三等级
或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否能在国家、法制和负责制政府的互动中取得广泛均势。平等的承认定义了现
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国家建制过程中最重要的敌人是“表亲的专横”，中国是建立非人格化的行政管
理最早的国家，但这起源于秦的先进制度仍反复受亲戚裙带困扰，汉确立了文官对武官的占优低位，
唐反而在倒退。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度、天主教会基于经济私利动机改变婚姻和遗产规则，都帮助打
破家庭藩篱，但难免反复。法律是凝聚社区有关正义的一组抽象规则，部落时期已有，演变为法制还
需要管理机构和正式程序。天主教会的叙任权斗争使其自治、建制，宗教权威的确立也使统治者倾向
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负责制不止是社会约束国家，也是国家对抗寻租社会阶层的武器。
5、初读福山 颠覆了很多固有的观念意识 如霍布斯 洛克等启蒙政治学者的自然状态说 不可否认的是每
个时代对自然状态的解释必然带有该时代的强烈历史背景
结合近日所读的人类简史人类社会不平等现状追根溯源到底归根于农业革命带来的可分配财产增加与
私有制的诞生
关于政治发展的前提基础来源于血缘亲属 宗教 合法性的承认欲求以及规范意识的总结非常中肯
政治制度非常重要 其存续往往与既得利益团体挂钩
国家起源于来自战争的威胁
国家永不会消亡 好的国家其存在必然与法制和问责息息相关
尚待继续整理
6、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却还是没看懂多少的书。
7、看的是12年10月黃皮版
8、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宏大叙事“应当抱有比自然科学界的对应物更大的谨慎。应当看到的是，
福山在论述“负责制政府”的创建中，并未给出足够多的观察和案例——当然，案例本身的数量是有
限制的——以使我更加信服。社会是如何将国家的野马套上了缰绳？我还需要继续阅读寻找答案。
9、福山立了个政治发展框架：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度政府，然后把世界各地各种形态的政治演
变套进这个框架去解释政治秩序的发展。不好的地方在于拼凑感太强。
10、还在进行中，可读性很高的学术巨著。
11、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12、还是类历史论证更有趣
13、中国特色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报告  近来个人思想也有左转倾向 尤其是正在经历中国超英赶美的时
代 当年执迷的东西纷纷崩塌 福山认为 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参政议政热
情和威权政府之间的冲突 另外一个好的观感是 这部与时俱进的政治学作品终于弥补了其它史观在视
角和尺度上的单一与局限 可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 难怪他会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座上宾
14、厚度吓人，但读起来挺平易近人。福山老师的涉猎可真广啊。
15、读到东方专制主义时，正好在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6、非常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国家的几个要件,法治,负责制和国家官僚制度.
17、很艰难的啃完，完全没能构成系统的在这堆文字里打了一个滚，大概也就沾了点儿墨迹。
18、对于在当下这个学科专门化、细分化的时代，还有雄心和勇气撰写通史性宏大叙事的著作的学者
，首先要抱以敬意。这本书穷尽了人类社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各种政治发展模式，并试图通过比较
分析，得出政治秩序的发展规律，但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史著作，其叙述远
大于分析。跟二十年前板上钉钉地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不同，福山在本书中对各种政治模式
的判断是暧昧和相对的，这点转变值得玩味。
19、读的关于大历史的书愈多，越加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是生而为人最好的选择了，未来也不知何去
何从。人类真是自讨苦吃的唯一物种。
20、写这么大的题目实在是有勇气
21、1.历史的终结中所构造的体系并未根本改变2.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三元公式，国家能力，法治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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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负责制3.将秦视为第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将中国作为在形成强大国家能力方面的典范4.福山对中国的
家制与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问题。
22、太爽了一口气看完！角度好
23、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是作者认为的现代国家需要具备的三大要素。当然政治是个如此复
杂的东西，我们从历史总结出理论，却很难预测未来，因为回望历史，变局往往发生在某一时代背景
的一些偶然事件中，所以政治学是一门马后炮的学科吗？
24、收获很大
25、敏锐性与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通过机会发掘与问题意识来组织和提炼知识（从而产生智慧
）的能力，而非非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
现实的解释，对人性（同一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是追问，关注终结更不能忘记探
索起源。
26、下半年再度一遍
27、扩展世界政治史基础知识，给人很多启发的一本书。
28、国家、法治、责任制
29、其实还是可以看看的，福山的观点不见得对，但起码他还是挺坚持自己的观点的
30、让人着迷的政治制度史
31、三点论的政治理想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中国史的梳理上略弱。
32、2016年 第四季度书单
33、国家能力，负责制，法治
34、havardly sexy
35、看到第一个短评是江绪林老师的，感慨万千。俄罗斯一章福山仅仅引用了7本书，仅凭7本书就做
出了定论式的判断。在中国和法国的叙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其他部分也像中国和法国一样，比较
的意义就微乎其微了。
总之是比较政治学的通病的集中体现，我对福山整体的框架和严谨性深表质疑。
36、读完这本书，就再也不用我去解释诸如“为什么中国人blabla，而人家国外blabla”这类贴标签问
题了⋯⋯很多都是人性问题，古今人类文明相通，而非中西方差异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始
真正讨论文化学上的文化差异。书读得少就会陷入扯皮
37、读完老师的开始读学生的，对于秦制的定义很科学，然而直接跳跃到明有种学生写论文下结论即
视感。对印度的判断也是如此。
38、对比出真知，纲举目张
39、對於人文閱讀量小於100本的人絕對是本好書。筆者至少將糅合在一起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了一些
拆分。嘗試建立客觀體系評價各種政府。雖然模型過於粗糙和糟糕。但方向總是好的。文章用非人格
化和親屬關係形成一個區分。但有些過於執着這種區分。因爲人類普遍是從親族部落過度到國家。好
像一涉及家族主義就是倒退。讓人覺得美國因爲有了布什和克林頓家族。就重現了部落性質一樣。這
不得不說是政治學家爲了強調自己理論。有點不管不顧的劣根性。無法打開家族的複雜維度。無法意
識到憑藉宗法建立的文明。就無法理解祖宗之法作爲約束君主權力的手段如何存在。將一切家族成分
解讀成部落時代的依存。和國家對立。似乎對猶太人和華人的社會活動。社會組織。喪失了基本解讀
能力。當然對於缺乏這些具體知識的人。本書打開的分析維度。以及其涉獵之廣。皆有可取處。
40、通过本书对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我们会发现，某种制度的出现很多时候是由于历史的偶然
因素。但众多制度中，能够存活并流传下来的，必然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某种普遍需求。这些需求
会随着处境的不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当代的发展中国家要重蹈中国或欧洲社会所经历的
一切。
41、这本书由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所著，对于当前政治制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找出西方
政治制度的方向。书中认为优良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国家力量、法治和负责制政
府（民主？）。文中讲述了中国、印度、西欧、拉美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分析。如认为中国在秦
汉时期就已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标准，领先了1600多年，但缺少了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文中的分析有很
多有趣的观点，如只有制度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伊斯兰教国家没有法治，匈牙利的国家力量太过薄弱
，大宪章不是英国代议制政府的主要原因，拉美是由于家族制无法建立有效政府。本书应是比较政治
学的一门重要著作，里面的有些观点我是头一次看到“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下生存”，“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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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的原则上”，“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认同”
42、熬了几个通宵看完的，还需第二遍。
43、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好像是给了四星
44、从他对中国的论述大体没错来看，全书称得上高度概括、高屋建瓴了。其他国家的论述实在因为
自己知识匮乏，只能跟上大致的脉络，细致的理解确实缺少旁证的支持。这种迅速梳理、浏览数千年
世界政治的大历史，很有节奏的快感，非常值得一读。难得他在各种制度互相比较的同时，不过分偏
向，可见学养修为的进境。
45、又是一部超5星好书！翻译略有瑕疵，但也阻挡不了强大的内容！
46、在经济学霸权主义下给我新的视角。但是对具体历史和国家的分析，总给我一种“辩证法”的诡
辩印象。
47、第一次读政治学理论的著作，一个月里啃完也是蛮累
48、不晦涩不难懂，还挺有趣。但是我这种看了就忘的人只好边看边梳理着做笔记（。
49、20160218开始，断断续续看了一年，终于在2017年第一天看完。提供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角度。绝
对值得每个人都去看的一本书。
50、#翻书#  福山的第二本书，可以说是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完善之作，从国家能力切入，阐述其与法制
和问责的平衡关系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就是国家能力超强的代表，到了最后作者也认为中国
的未来搞不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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