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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内容概要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他的声誉几乎完全仰伏于他作为《和平的保卫者》一书的作者身份。这一著作
，从它诞生的那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人们好奇与争论的目标，这不仅是因为在有关政治共同体的起
源及其本性方面，该书倡导了一种惊人所闻的世俗主义概念，同时也因为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作为政治
力量的教会，反对教皇在世俗生活中的权力和特权。⋯⋯根据《和平的保卫者》的原创性及其影响力
，它一定算得上对中世纪政治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一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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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精彩短评

1、很难说翻译是人干的，但是序言写得还是比较靠谱。
2、有点买椟还珠的意思。还是期待大卷吧
3、翻译的真让人无语，最近这本书还改版重印了，价格翻番。给五星并不是给他的翻译
4、⋯⋯这译者序、这排版、这灭绝人性的文末注（且内容十分多余），真尼玛蛋疼
5、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6、翻译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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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章节试读

1、《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14页

        就政治合法性而言，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政治权威只有遵从理性的道德要求，使人过上一种德行
的生活，它才可能是合法的；而法律实证主义传统则认为，任何政治权威都是合法的，只要它在实际
上解决了冲突，保存了社会，不是最高美德而是最高权力，成为政治权威的标志性特征

2、《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51页

        《和平的保卫者》由三部分或三篇论文组成。
第一篇论文讨论的是世俗政治权威的起源与本性，他还集中探讨了普遍的同意，讲普遍的同意当作是
优良政体的试金石，而却没有倡导任何一种宪政体制。
第二篇论文，其长度几乎是第一篇论文的四倍，批判地考察并反驳了代表教士尤其是教皇的世俗权力
的个各种主张，提议教会应当由某个全体委员会或其成员进行统治。
第三篇文章较为简洁，它概述了从前两篇论文中而来的那些结论。

3、《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21页

        马西利乌斯认为，人类的冲突性的嗜好是根深蒂固的，冲突性是人类无法克服的根本属性，政府
的功能就是按照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统治和约束，维护和平和国家的秩序

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65页

        “在大卷中，因为马西利乌斯坚决主张，最初世俗立法者未明确批准的那些法律，没有任何一种
值得服从，所以，有时人们认为倡导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一种法规合法性的本质
要素就在于，这种法规实际上是由国家所颁布的。然而，在小卷第8章中，马西利乌斯宣称，人类法
与神圣法应当是一致的，应当互相支持：上帝所颁布的法令要服从与神的指令一致的所有人类法；而
人类法也必须颁布与上帝意志不相冲突的法令。在第13章中，他又补充说，假如出现了人类的法令与
神圣法的法令相对立的情形，那么，神圣法就会绝对优先于人类法”

5、《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26页

        卢梭沉湎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普罗塔克的思想之中，用两种古典观念——一方面是城邦与德
性，另一方面是自然——来攻击现代性。

6、《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65页

        至上的人类立法者尤其是从耶稣时代到现在，可能还有目前某些时候，至上的人类立法者过去是
，现在是，也应该是人类的共同体
这里“应该是”，我猜或许是类似should之类的也有“将来”的含义的吧？

7、《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23页

        马西利乌斯是现在政治思想的先驱，因为他精致地阐发了以其案例和稳定性为中心的政治学学说
。这种学说的发展方向是法律实证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式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传统。

8、《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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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历史知识的缺乏是和持国家契约学说的理论家没有关系的。⋯⋯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国家的开
端，而是国家的“原理”即它的“存在理由”。因此，如果霍布斯要对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渡
进行描述的话，那么他的兴趣并不在国家的经验起源上；争论之点不是在历史方面，而是在社会秩序
和政治秩序的价值上；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历史基础。而在于其法律的基础，而法律基础的问题正是社
会契约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9、《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38页

        马西利乌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为后来的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10、《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18页

        洛克是二元契约论的代表，在他的规范政治理论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先验地被假定存在，
因而结合契约与统治契约在逻辑上先后发生；而霍布斯与卢梭则是一元契约论的代表

11、《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57页

        谁拥有权力通过惩罚异教徒的人身或财产，从而通过强制或监禁的方式把他们分开⋯⋯这种权力
既不属于教士，也不属于他们的唯一立法机构，而是属于世俗的统治者或人类的立法者。基于这样的
理由，异教徒所拥有的一切世俗财产都不应该归还给教士，而是应当归还给上述的立法者或统治者。

12、《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35页

        如果臣民的意志、同意或者选举是优良政府的主要标准，这只是因为它产生了能够促进公共利益
得以实现的统治者，那么，公共利益在逻辑上似乎比同意更为重要，同意只是一个手段。但这不是马
西利乌斯的看法，在他看来，同意或者意志因素本身就是目的，服从一个人自己制订和欲求的法律，
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善。

13、《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20页

        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中，存在着为后来思想家所普遍接受的理论预设：在法律之外存在一种
先验评价原则（自然法），这种原则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只有经过先验正义原则公度的法律，
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恶法非法；立法者的功能不是“立法”，而是对这些先验原则的“宣告”；
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权力必须在法律的监视下运行。而法律实证主义挑战了如上两个原则，在霍
布斯等法律实证主义的倡导者看来：并不存在先验的评价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即便存在这样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也来源于法律的制定者，是法律创造了正义而不是正义创造了法律，法律不会接受正义原
则的规制，恶法也是法律；立法者的真正职责就是发布命令，强制性地迫使人们遵从他们发布的命令
，这些命令就是法律；同时，权力超越法律，在法律之上。

1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74页

        如果神圣法规定了某件要做或者忽略的事情，而它是在人类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更确切
地说，人类法却规定以及许可了与之相反的做法，这样就应该关注神圣法的律令，谴责或者取消人类
法中与神圣法相反的律令或者许可，因为神圣法包含了绝对无疑的真理，而人类法却没有。

15、《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23页

        马西利乌斯并不满足于将政治生活理解为赤裸裸的权力与秩序本身，他的政治哲学的世俗主义特
征就在于他对同意、意志与大众主权等那些为现代性政治所接受的因素的强调，而这些因素是共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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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义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6、《和平的保卫者（小卷）》的笔记-第42页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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