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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市民社会”》

内容概要

《阅读日本书系·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是从市民社会的思想起源开始论述，从概
念转化，直至今天人们对市民社会认识的变异，其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洛克，到霍布斯，到卢
梭，到弗格森，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一路走来，再到现当代日本及各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者们，最
后到全球化的当代社会，是对市民社会这一演变过程最经典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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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植村邦彥，1952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日本著名社会学者、经济学教授。现任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部
部长。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亚洲是“亚洲的”吗》（nakanishiya出版，2006
）、《马克思的actuality——再读马克思的意味》（新泉社，2006）、《解读马克思》（青土社，2001
）、《同化与解放一一19世纪的“犹太人问题”论争》（平凡社，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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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市民社会”》

书籍目录

序章 何谓“市民社会”1
第一章 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市民社会”一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
1.“civil society”的原意10
2.从“societas civilis”至“civil society”一一从布鲁尼到胡克
3.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与中断一一霍布斯和洛克
4.“国家=市民社会”的历史相对性
第二章 “市民社会”和“文明社会”一一卢梭、弗格森、斯密
1.卢梭的“市民社会”与“文明人”
2.弗格森的“市民社会”概念
3.弗格森的“有教养的社会”与“文明”
4.从“市民社会”走向“文明化的商业社会”
第三章 “市民社会”概念的转换一一加尔夫译《国富论》与黑格尔
1.弗格森与黑格尔
2.加尔夫译《国富论》与“市民社会”
3.斯密与黑格尔
4.新“市民社会”概念之成立
第四章 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一黑格尔和马克思
1.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
2.早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国家”
3.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4.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联合社会”
第五章 口语“市民社会”用语的形成
1.作为译词的“市民社会”
2.日本“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一平野义太郎、小林秀雄、丸山真男12l
3.高岛善哉的“市民社会”论
4.战后的高岛善哉和“市民社会”论的形成
第六章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1.内田义彦一一战后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
2.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论”
3.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
4.“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第七章 “市民社会论”的终结
1.“市民社会”与“大众社会”一一20世纪60年代
2.“市民社会主义”吸其挫折一20世纪70年代
3.“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与对葛兰西的纳入一一20世纪80年代
4.“市民社会论”的立论依据及其消亡
第八章 现代的“市民社会论”
1.东欧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再定义
2.“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一一以美国为例
3.“第三条道路”与“全球化的市民社会”一一以英国为例
4.日本式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
终章 “市民社会”曾为何意？
后记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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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市民社会”》

精彩短评

1、“一般”、“还行”也是比较抬举作者的，与预期不符。书主要追索的是术语在语言与思想两方
面的流变与传播，对比“市民社会”就事论事、就国家论国家、就政治论政治的内涵本身而言实在言
之无物。读着越发扫兴，真没有太大意思。
2、读起来挺没意思的，可能适合学哲学的
3、一般。很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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