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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历史》

内容概要

《民主的历史》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
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读者诸君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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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良英 （1920(庚申年)～2013.01.28），男，浙江省临海市人。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
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1942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任《科学通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回
故乡当了20年农民。在此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
恢复公职，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恢复工作后，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
术简史》。
王来棣（1926.01.02-2012.12.31），女，中国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原副研究员，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9月到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先后参
加汪士汉主持《五四运动》、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负责《中国近代史稿》等书编写
或增订修改。2012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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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民主在西方的历程
第一章希腊雅典民主制一、希腊产生民主制的历史背景
二、雅典民主制的演变
三、雅典民主制的内容和特点
（一）实行直接民主，公民大会是全城邦最高权力机关
（二）司法民主--公众法庭和陶片放逐法
（三）选举制和轮流执政
（四）低薪制
（五）公民对公职人员有严格的监督权
（六）严格实行法治，坚决抵制人治，反对僭主政制
四、民主制对雅典社会的影响
五、伯里克利论雅典民主六、斯巴达和雅典的比较
七、雅典民主制的缺陷
八、雅典民主制在现代的回声
第二章漫长的历史隧道--发生在罗马的故事一、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
二、从被压迫者的宗教到统治者的宗教
三、中世纪千年的神权统治
四、冲击神权统治的思想闪光
第三章人的觉醒--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崛起
二、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文明的兴起
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第四章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一、从人的觉醒到民主思想启蒙
二、尼德兰革命和荷兰共和国
三、阿尔图修斯和格劳秀斯
四、斯宾诺莎的民主理论
第五章英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议会民主制的形成一、《大宪章》和早期议会
二、1640~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
三、平等派和《人民公约》
四、共和主义思想家弥尔顿、哈林顿和西德尼
五、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第六章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一、辉格党理论家洛克的生平
二、呼唤革命的《政府论》
三、天赋权利和自然法
四、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民主原则
五、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六、人人都有自卫和反抗暴政的权利
七、洛克思想的影响和缺陷
第七章美国民主制的创立一、北美殖民地的民主种子
二、从抗税斗争到独立战争
三、《独立宣言》
四、艰难的战争
五、短命的《邦联条例》
六、《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
第八章美国民主制的发展一、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二、杰斐逊民主
三、杰克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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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肯和解放黑奴斗争
五、从进步运动到罗斯福新政
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章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一、中国自古就"进入真正的民主时代"了吗？
二、中国历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
第二章19世纪40～9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一、"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
二、洋务运动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系
三、早期维新派
第三章戊戌变法与思想解放运动一、康有为发动变法运动
二、解放思想追求维新
三、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四、百日维新
五、 变法失败后的两极分化
六、邹容的《革命军》
第四章孙中山的民主观一、孙中山民主观的演变
（一）为辛亥革命做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1894～1911年）
（二）贯彻民主自由精神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
（三）"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倒退（1914～1916年）
（四）从崇尚美、法，转而学习苏俄（1917～1925年）
二、"以俄为师"
（一）为什么"以俄为师"
（二）向苏俄学什么
三、孙中山对人权、自由、平等的看法
（一）对"天赋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态度
（二）关于自由问题
（三）关于平等问题
（四）自由平等"太过"，将把国家"引入歧路"
四、孙中山民主观混乱的原因
（一）对革命失败原因总结中的错误
（二）封建意识的根源
第五章"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夭折一、第一阶段：1915年9月～1919年5月
（一）《新青年》呼唤以"民主"和"科学"救治中国的黑暗
（二）批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三）反击旧势力的攻击
二、第二阶段：1919年5月～1920年5月
（一）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群众运动
（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1920年5月～1922年7月
（一）民主启蒙运动的主流发生变化
（二）民主启蒙运动夭折
四、陈独秀等人为什么否定"民主"
五、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问题的反思
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
一、旧说误人
二、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吗？
三、现代民主理论创立者洛克
四、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发明人卢梭
五、卢梭与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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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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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民主究竟为何物，民主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演进过程有了框架性认识，算是很好扫了盲。书中
对于各种民主思想辨析特别有价值，匡正了很多模棱两可的见解。
2、叙述老套，新意不足，敬老的前提下姑且可一读，不知道干嘛不准重印，难道就是一句话否定了
人民民主专政？
3、FT推荐，Kindle 2015-09-23购买 2015-12-24读完
4、很教科书。
5、郑重推荐许良英伉俪的这本遗著《民主的历史》，是探寻民主的真相的奠基之作。许良英先生是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知道他是读王丹母亲的回忆录，她忆及对于入狱受难中的王丹及其家人多
有照顾，已属非常难得的义举了，所以印象深刻。
6、读这本书的序言和出版说明，足以感受到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十分令人感动。内容分
成两大部分，第一编是民主在西方的发展，从希腊到文艺复兴讲到荷兰、英国、美国的民主制度发展
；第二编是民主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从洋务运动写到五四运动。不足之处是内容较为简略，不够深入
，写法有点像教科书，不过倒也符合作者的本意——普及常识，还有批驳谬误，可惜关于民主缓行论
的反驳未能收入书中。
7、对了解民主之起源与其在各国之发展大有裨益
8、定了两本。
9、对民主的历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
10、良心之作，讲述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来历:民主制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罗马萌芽，被漫长黑
暗的中世纪中断后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重新挖掘出来，丰富了自由、人权、三权分立等理论，冲
击了教会和君主的统治，在荷兰、英、美得以实现，随即影响到全球；而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最
终以俄为师，走歪了
11、book review 许成钢：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
12、民主的历史需要有人接着写下去
13、觉得很一般。主要都是历史，阐述和思辨很少，不知道是北删掉了，还是后续会出。。
14、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认识太过简单化、扁平化。基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
主观念，而缺乏对其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任何反思。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太过草率，未深
入分析其思想与极权主义的必然或偶发联系。

对中国的讨论近乎完全、无例外地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并将中国传统观念与所谓
的西方观念完全对立。靠近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即是进步，否则便是思想的巨大退步，甚至是扼
杀启蒙。

如果你对西方的民主思想没有特别了解，如果你希望了解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评，那么这本书
是很好的入门。否则不推荐。

15、民主既不是一个静止僵化的名词，也不是一句令人想入非非的口号。民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民主的历史映射了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追求，如果可以把民主作更宽泛意义上的解读的话。
而此道德追求，与社会制度无关，也与主义无关，仅关乎人的生存与幸福本身。
16、作者对卢梭、孙中山的批判非常中肯
17、科普书，梳理的比较清晰
18、正本清源的一本书，十多年来的疑惑终于得解。
19、既有西方民主的发展，也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引入，有助于了解民主的发展情况，可惜作者没
有写完法国、德国的情况就逝世了。几千年民主的发展发人深省，正视人的权力，是人性的进步发展
，但是建立真真正正的民主制国家，路漫漫其修远兮！
20、民主制度的历程：雅典，罗马，荷兰，英国，法国，美国。
21、希腊创立的民主多亏了文艺复兴啊；原来一直把杰佛逊和麦迪逊搞混了，权利宣言是杰弗逊，制
宪法案是麦迪逊；作者是要为斯宾诺莎正名啊，是不是含沙射影说自己怀才不遇哈；黑了一把钱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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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伪民主；五四之后就没有民主运动了，哈哈
22、简言之,1.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文化、国民性等.2.国人并无民主之传统.3.如欲重振中华,必
须正视、接受民主思想,而不是掩耳盗铃的阳奉阴违.
23、很好的一本书。民主是什么，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怎样一个历程。客观中肯，人对世界的看
法是再流动、进步的，而对民主的看法也是再变动的。将要看第二遍、第三遍...
24、民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历史映射了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追求，如果可以把民
主作更宽泛意义上的解读的话。而此道德追求，与社会制度无关，也与主义无关，仅关乎人的生存与
幸福本身。
25、详细讲述了民主的历史，让人思考什么是民主
26、民主的启蒙历史
27、很好的常识普及书。江平先生写的前言也很牛逼。 
28、屁股不是一般歪
29、最后关于"专政"一词的解读，以及对卢梭的评论，让我更新了脑内许多曾经根深蒂固的想法，就
此谢过。
30、看到这种书发行的时候还以为进步了 读过发现很多地方言而又止 作为历史教科书尚可 毕竟讲的
是历史 不是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也就不存在史观 
31、正本清源的教科书读物 基本没什么史观 反而对于钱穆和孙中山指正引起了我的好奇
32、目前看来，是我对国内外民主进程的启蒙书。
33、正本清源。
34、名为民主，实为自由
35、作者真的是敢说，敢批。关于民主的论述通俗易懂，单独拎出来讲可能略显浅薄，但总的来说值
得一读。
36、今天的中国人，就缺这样浅显又有深度的好书，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37、写的较为流畅，不过主观色彩可能由于作者的经历而十分浓重，明显的扬西方自由主义下的民主
。对于民主的内容的介绍较为通俗易懂，但是并没有揭示民主为何沉寂多年后又再次复兴的真正因果
关系，而在论述中的逻辑有所欠缺，譬如某国民主强大，所以民主就会强大。此类逻辑错误比较多，
因为强大的国家在历史上非民主明显居多且民主国家灭国者也不少。另外权利固然神圣，但是神圣演
变为腐朽，以及权利的社会制约因素等内容都没有涉及。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不错的通俗读物，如果作为学术书籍则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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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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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主的历史》的笔记-第2页

        他说，一个信仰民主和科学的人，却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
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他醒目的标举出了现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的三个方面的区别，实际上指出了法制化和民主化改革的
要领所在。这三方面的区别分别是：一、人权概念的确立。针对雅典民主制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应
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缺陷，现代民主制确认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并以此作为民
主政治的基础。二、公民范围的扩大。针对雅典民主制下公民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在现代民主制中
，取消了有关出身、财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三、由只适
用于小国（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发展为适用于大国众民的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或议会民主制。

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点，也就是人权概念的确立最为关键。它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即立宪民主制或
称宪政民主制的基础，因为先发作为国家构建的总章程，必须以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
自由权利，即天赋人权作为前提。
第二，关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以俄为师”变异。
第三，作为全书附录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针对的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另一个流行的误解，
即对卢梭思想的无条件推崇和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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