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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学亦政!

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

000兼论民国政治学的学术谱系

阎书钦

摘
!

要!民国时期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之重要形成期%由于此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密切

关联$各派论者均致力于相关论著的编撰$形成欧美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三种论述

体系%欧美派学者承欧美余绪$注重运用欧美科学实证方法$构建起科学国家学研究范

式%国民党派学者则将民生史观与欧美研究范式相结合$构建起适应国民党统治需要的

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革命式话语体

系%由此而言$政治改良论与政治革命论之分野成为民国政治理论的分水岭%

关键词!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范式'国家'主权

政治学为民国显学$为各派学者共同关注$各种论著的涌现如雨后春笋%这缘于政治

学在民国时期所富有的社会实践性%民国时期变动不居&矛盾激烈的政治局势$导致此学

科在时人眼中有着比其他学科更独特的功利性价值%同时$就其学术方面言$民国时期亦

为中国政治学之发轫期%中国政治学虽兴起于清末$但真正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则在民

国时期!

%民国学界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一改清末仅以日本为学术资源地之状况$

而由欧美学界直接引入%然而$作为中国新学术资源地的欧美政治学界$亦非铁板一块%

盛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既与盛行国家主义的德国不同$美国学术与欧洲学术亦有相当差异$

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又异军突起%民国学者基于不同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面对

欧美相异的政治学理论$自然取舍各异%故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学论著$系统清理

民国学界基于各自政治立场而对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具的不同取向$应为一值得重视的学

术问题%

!

本文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范式问题%所谓范式,

X<;<=+

C

A

-$指某门学科的研究模式及根本问题$大致

包括该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或领域&研究方法等问题%具体就政治学而言$所谓研究范式主要指政治学

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或领域&研究方法等研究模式$以及政治与国家概念&作为国家研究核心论题的主权等政

治学根本问题$有别于国家立法&政治制度&行政运作&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政治思想等政治学专题或专门研究%

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述主要体现于当时各种政治学概论论著中%对于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

范式论述的系统梳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

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3

年-%尤其此书第八章

*现代政治学谱系中的清华政治学+对民国时期欧美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作

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但由于其分析以清华政治学者为中心$因而研究视野较窄$未对民国时期大量政治学论著

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尤其忽略了国民党派学者相关论著%而且$孙宏云未关注到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对欧美派

和国民党派政治理论的巨大影响%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载*政治学研究+

0""%

年第

2

期-试图梳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构建问题$但此文仅对恽代英*政治学概论+&邓初民*政治科学

大纲+&秦明*政治学概论+&高振清*新政治学大纲+&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内容作了简要摘编与归

纳$不仅对同时期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著收集不全$且分析亦欠深入$未结合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学学科构建

的总体背景对这些论著所涉及的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核心观点作深入分析与解读$同时$此文未注意到撰写

*新政治学大纲+的(高振清)系高尔松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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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政治学的流派与科学国家学观念的歧异

政治学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导致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此学科较早即引起中国学界重视$在清末即出现

若干国人自撰政治学论著!

$民国成立后$政治学论著更种类繁多'另一方面$各政治派别均将政治学视作

政治斗争工具$大力阐发符合自身政治目的的政治学理论$导致民国各种政治学论著政治倾向泾渭分明%

单就学术研究而言$致力于引介欧美政治学理论,虽广义欧美政治学理论亦可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理论$但笔者此处所言欧美政治学理论主要指西欧&北美等地学界阐发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

论-的欧美派学者显然构成民国政治学界中坚力量%此派学者主要以教学和科研为职事$其理论倾向虽

有不同$但均以学术为目的$而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此派论著中$

!102

年
0

月张慰慈撰*政治学

大纲+&

!12"

年
0

月高一涵撰*政治学纲要+极具示范作用%前者被诸多政治学论著广泛征引$如张天百

于
!10%

年
!0

月所编知识普及读物*政治学纲要+即大段引用此书内容'后者出版后曾畅销一时$高一涵

在*三版序+中即称$(这本书居然在一个月内消了两版$真是一件意外的事)

"

%不过$*政治学大纲+实

为张慰慈与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的合作成果#

%且此书主要引述美国学者基特尔,

>#\#\8::8JJ

-在康涅

狄格州三一学院任教时出版的*政治学导论+,

1#/2%H?*/(%#/%8%-(/(*"-@*(+#*+

$

!1!"

-内容$

%

0"

年代

末至
2"

年代初任上海法政大学,

!101

年更名为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等校教授的高一涵以*政治学

大纲+为基础$并参考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高纳,

S#K#\<;)8;

-*政治科学与政府+,

8%-(/(*"-@*(+#*+

"#HK%,+2#.+#/

$

!10%

-新撰相当内容$出版*政治学纲要+

%

%由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大的*政治学大纲+

和*政治学纲要+主要参考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纳著作来看$美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不容

小觑&

%实际上$

0"

年代末
2"

年代初为欧美派学者出版政治学著作的高潮期%在此时期$诸学者编撰

了不少政治学普及读物%其中$朱采真先后于
!101

年
3

月和
!12"

年
%

月出版的*政治学
TB[

+和*政

治学通论+较有影响%此时期诸多论著系以教学讲义为基础编成$如陈筑山于
!10%

年
3

月以其北京法

政大学&朝阳大学和民国大学,

!12!

年更名为民国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任和

声于
!101

年
!0

月以其山东省立民众教育学校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李剑农于
!12$

年
!!

月

以其武汉大学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王希和,河南大学教授-于
!12&

年
2

月以其河南省政府及

绥靖公署公务员学术研究班讲稿为基础出版*政治学要旨+,他又于
!1$4

年
!0

月以此为基础出版*政治

浅说+-%抗战时期$欧美派学者亦出版不少论著$如先后任广西省立第十一和第五中学&桂林西南商业

专科学校校长的廖竞存于
!121

年
!

月出版*青年政治读本+$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原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

于
!1$!

年
$

月出版*政治学+$佛学理论家黄忏华于
!1$&

年
1

月出版*政治学荟要+%

从
0"

年代至
$"

年代$国民党各类军事学校编印了不少政治学教材%黄埔军校系统,先后称国民党

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材为其大宗$如
!10&

年
!0

月潮

州分校教员汪毅撰*政治学概论+&

!124

年
2

月该校特别训练班编*政治学概论+&

!121

年
0

月陈颐庆撰

*政治学教程+&

!1$"

年
!0

月杜久与张又新合撰*政治学教程+%柳克述于
!12%

年
!0

月出版的*政治

学+亦属黄埔军校教材系统%柳克述编此书时虽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他此前曾任国民党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且此书作为国民党军事学校战时政治教程出版%此外$重庆陆军大学曾于

/

"2

/

!

"

#

$

%

&

杨廷栋分别于
!1"0

年
!!

月和
!1"%

年
1

月出版的*政治学教科书+和*法制理财教科书/政治学+系较早由国人自撰的政治学论著%

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神州国光社
!12!

年$第
!

页%

张慰慈在序言中称$此书编写缘起于其所编讲义%他于
!1!4

年始任北大教授$因讲课所需而编写讲义%他随编随将此讲义交于

!1!%

年始任北大编译委员会编译委员的高一涵修改%高一涵亦于
!10!

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中国大学讲授政治学$对此讲

义大加修订与增补%

!100

年暑假$他将两人讲义合并整理$成此书稿%参见张慰慈!*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0&

年$第
!

.

0

页%

杨幼炯称$(张氏此书仅为
\8::8JJ

氏原著之编译$其文字清畅是其所长$但未能网罗众说$吸收西洋最新之政治学原理%)参见杨幼

炯!*当代中国政治学+$胜利出版公司
!1$4

年$第
$0

页%

高一涵在*三版序+中介绍$此书有一两章与*政治学大纲+(大同小异)$(好在张先生在序文中已经表明过$说该书有些地方是我

们两人合编的)%参见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神州国光社
!12!

年$第
!

页%杨幼炯称$高一涵此书多取材于高纳*政治科学与政

府+%参见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
$0

.

$2

页%

据孙宏云研究$基特尔*政治学导论+早期曾被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采用为政治学概论教材$之后$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则被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开大学等更多院校采用为政治学概论教材%参见孙宏云!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第
!$$

.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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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印行该校政治教员蔡惠群撰*政治学讲义+%这些教材均以灌输国民党政治理论为鹄的%如杜

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编纂体例即强调(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以期思想统一$意志集中)$培养学员(忠

党爱国之德性)

!

%不过$桂系南宁第四集团军干部政治训练班于
!12&

年
$

月所印李一尘撰*政治基础

知识+对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有所阐述$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发展到了私有制度的确立$有剥削者与被

剥削者这两个社会阶层对立的阶段中$然后它才发生出来的$也必然发生出来的)

"

%

不少国民党党政系统成员亦致力于编撰政治学著作%

[[

系成员邱培豪和蒋静一先后于
!12"

年
!

月和
!123

年
&

月出版*政治学问答+和*唯生论政治学体系+%邱培豪于
0"

年代末任*湖州月刊+主编$

受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等指导%蒋静一自
!12!

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其著自序中称陈立夫

*唯生论+对此书影响(甚大)

#

%其他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亦编撰不少政治学著作$如时任广东连

县县长的黄开山于
!120

年
!0

月出版*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

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的邹敬芳分别于
!12!

年
!"

月和
!122

年
$

月出版*政治学概论+和*政治学原理+$先

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图书审查股股长&湖南省民政厅视察的马璧于
!1$"

年
%

月撰成*三民主义的政治

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陈顾远于
!1$%

年
0

月出版*政治学概要+%

这些论著多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指针%马璧在序言中即表示$其书(要想把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深切

著明的组成有科学系统的书籍$有别于其他立场的政治学)

$

%

诸亲国民党学者所撰政治学著作虽不像国民党政治理论宣传者那样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挂帅$但

字里行间透露出明确的政治倾向%萨孟武于
!10%

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辑部主任$

!12"

年后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

年代后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其政治学著作主要有*三

民主义政治学+,

!101

年
4

月初版-&*政治学概论+,

!120

年
&

月初版-&*政治学与比较宪法+,

!12&

年
%

月初版-&*政治学原理+,

!1$$

年
$

月初版-&*政治学新论+,

!1$%

年
4

月初版-等%杨幼炯在
0"

年代末

以后历任中央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教授$于
!123

年
3

月出版*政治学纲要+%他曾

申明$(自信始终以书生致力于党的文化宣传$未尝间断)

%

%罗敦伟虽在三四十年代大力宣扬统制经济

和社会主义$但其政治观念倾向于国民党%

!12!

年
$

月$时在北平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的罗敦伟出版

*社会主义政治学+%他试图以三民主义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在弁言中表示自己(自始至终是真正

的三民主义者)$(用民生史观立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敢说是一件甚要的工作)

&

%北平民国学院

教授赵普巨似亦可归入亲国民党学者之列%他与陶希圣关系密切%他于
!120

年
1

月出版*政治学概

论+$请陶为之作序%陶希圣在序言中称$政治学著作不仅应解答国家问题$还应解答帝国主义与革命问

题$(这些问题在流行的政治学书里和传统的学校讲义里得不到解答)

'

%赵普巨与陶一样$深受唯物史

观影响%如他认同阶级分析国家观$认为(关于国家本质的解释$此说算是最透彻了)

(

%此外$亲国民

党学者编撰的政治学论著尚有王诗岩于
!101

年
&

月出版的*新的政治学+&李圣五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

辑时于
!120

年
!!

月出版的*政治学浅说+&虞棠于
!122

年
!"

月以其广州法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的*新

政治学大纲+&桂崇基于
!122

年
!0

月以其广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政治学原理+等%

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艰苦条件下亦致力于政治学著作的编撰$构建起系统的革命式政治学论述体

系%此类论者大致包括三类人员!中共理论宣传工作者&曾参加中共后脱党但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

员&虽与中共无组织瓜葛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员%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期间于
!10&

年
1

月编印的

讲义*政治学概论+系较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0"

年代末
2"

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出

版的高潮期%陈豹隐,原名陈启修-与高尔松,笔名高希圣&高振清-政治经历相似%他们均曾加入中共$

/

!2

/

!

"

#

$

%

&

'

(

熊铭青!*政治教程及教授纲要编纂例言+$载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

年$第
!

页%

李一尘!*政治基础知识+$

!12&

年$第
02

页%

蒋静一!*唯生论政治学体系+$政治通讯月刊社
!123

年$第
2

页%

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世界书局
!1$&

年$第
!

页%

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
&%

页%

罗敦伟!*社会主义政治学+$北华书屋
!12!

年$封面%

陶希圣!*陶希圣先生序+$载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立达书局
!120

年$第
0

页%

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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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国民党清共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陈豹隐于
!101

年
%

月出版

的*新政治学+系其于国民党清共后流亡日本期间的作品%高尔松亦因国民党清共一度流亡日本$

!101

年
&

月回上海后$以高希圣为笔名$先于
!101

年出版*现代政治学+$后于
!12"

年
!0

月出版*新政治学

大纲+,

!120

年
!"

月以高振清为笔名再版-$两书内容前后相承%实际上$高尔松两书依据其旅居日本

期间所见日本大山郁夫撰*政治学+编写!

%邓初民虽不像陈豹隐&高尔松曾加入中共$但思想观念却倾

向马克思主义%他于
2"

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参与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于全面

抗战时期加入救国会和民盟%

!120

年
!"

月$他以田原为笔名出版*政治学+%

!1$&

年
4

月$他又出版

*新政治学大纲+%此外$

!101

年
!!

月秦明出版的*政治学概论+&

!120

年
3

月傅宇芳出版的*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教程+&

!1$&

年
2

月郑晖出版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学读本+亦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秦明力图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的界限$批评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绝不是站在正确的科

学立场出发$里面还充满着鸦片&酒精&麻醉青年的药剂)

"

%周绍张虽
2"

年代初与叶青关系密切$但他

于
!122

年
0

月出版的*政治学体系+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此书为时在上海辛垦书店工作并任中

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的杨伯恺主持编撰的(体系)丛书之一种#

%

自清末迄民国$中国学界承欧美余绪$多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

%如杨廷栋于
!1"0

年
!!

月

表示$(凡考求政治学者$须先知国家为何物)

%

%

!122

年
0

月$桂崇基亦表示$(政治学是研究一切关于

国家现象的科学)

&

%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对民国学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

纳%如前所述$张慰慈*政治学大纲+主要依据基特尔*政治学导论+$高一涵*政治学纲要+一些内容则依

据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撰写%之后$

!122

年
!!

月$孙一中将基特尔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

授时出版的*政治学+,

8%-(/(*"-@*(+#*+

$

!122

-译为中文出版%

!122

年
!"

月和
!12$

年
1

月$顾敦?和

孙寒冰亦先后将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译为中文出版%顾敦?称高纳此书(是一部完备与健全的政治

科学书)

'

%基特尔和高纳均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基特尔表示$(政治学的定义简单的说起来$

就是国家的科学,

H(+8)(89?/:<:8

-)

(

%高纳亦认为$(政治科学是以国家为研究的出发点$亦以国家为

研究的终止点)

)

%

!121

年
0

月$陈颐庆即引基特尔所言(政治学者$国家之科学也)$高纳所言(政治学

是始于国家$终于国家的学问)$认为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在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上$中国学界并未墨守西方成规$而是提出了诸多自己的见解%这呈现出两

种观念$一是在承认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诸多其他政治领域纳入政治学研究对象范畴'

二是不少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论点提出质疑%张慰慈受基

特尔影响提出$政治学一方面应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及政治心理

与动作%他于
!102

年
0

月表示$一方面$国家是政治学的研究(题目)$另一方面$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

政治社会中的关系与心理*+-

%

!12"

年
$

月$他又将人们的政治关系与心理称作政治关系与动作$认为政

/

02

/

!

"

#

$

%

&

'

(

)

*+,

*+-

高希圣在此书例言中介绍$*现代政治学+(取材大部分根据日本大山郁夫为普罗列搭利亚特自由大学所编*政治学+一书)%参见

高希圣!*现代政治学+$现代书局
!101

年$第
0

页%

秦明!*政治学概论+$南强书局
!101

年$第
41

.

%"

页%

参见杨伯恺!*(体系)序言+$载周绍张!*政治学体系+$辛垦书店
!122

年$第
!

.

0

页%

孙宏云所谓(从国家学到实证主义政治学)命题$似不符合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实情%孙宏云认为$清华政治学者受美国

行政研究的影响$摒弃欧洲(玄理的国家论)$注重政府实际运作的行政问题研究%钱端升主张政治学应研究政府起源与发展&政

府组织与职能&政治活动与原动力&国际关系等问题%浦薛凤主张政治学应研究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宪法等政治现

象问题%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第
23!

.

2&"

页%实际上$作

为政治学根本研究对象的国家问题与上述政治学具体问题研究$均为政治学并行的研究领域$后者均可纳入国家研究范畴%陈

之迈即言$现代政治活动研究多包含于国家范围之内%有人认为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应更宽泛$应以一切人类政治活动为研究对

象$人类社会各种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国家范围%而现代的国家范围极宽泛$许多以前在国家范围以外的事情现在都可归纳于国

家之中%所以$(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一语(就现在的情形说来是不错的)%参见陈之迈!*政治学+$正中书局
!1$4

年$第
0

.

2

页%

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作新社
!1"0

年$第
2

页%

桂崇基!*政治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22

年$第
!

页%

顾敦?!*译序+$载高纳!*政治学大纲+,

8%-(/(*@*(+#*+"#HK%,+2#.+#/

-$顾敦?译$世界书局
!122

年$第
!

页%

基特尔!*政治学+$孙一中译$大东书局
!122

年$第
!

页%

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第
!

册$孙寒冰译$商务印书馆
!1$4

年$第
!4

页%

陈颐庆!*政治学教程+$黄埔出版社
!121

年$第
!

.

0

页%

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
0

&

$

页%



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治学所研究的(人群的现象)属于(人与人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关系中的一种)$(政治学的目的$就是研究

人与人在这种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的一切动作)

!

%诸多学者发挥张慰慈所言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政

治社会中的关系$提出政治组织亦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

!120

年
1

月$赵普巨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政

治现象主要是国家$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和政治组织是其中要义%政治学要研究政府的体制&

组织和功能$人民与政治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

!120

年
!!

月$李圣五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不

仅包括国家$还包括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学应研究(政治组织

的形式&作用与发展)

#

%国民党派学者较关注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与政党专政问题$所以$他们提出

政府与政党问题应为政治学的研究重点%

!12!

年
!"

月$邹敬芳将政党专政与政府运作方式视作政治

学研究重点$提出政府现象是政治现象的中心$而政党是政府的原动力$

%

!124

年
2

月南京国民党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强调政府与政党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各机关的组

织与职权$人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政党的结构与活动$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都是政治学所不

可忽略的现象或事实)

%

%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的论点提出质疑%他们多强调政治学应以研

究社会阶级性为中心$重点研究政党与革命问题%恽代英于
!10&

年
1

月强调政治和政治学的阶级性$

表示(政治学是什么# 自有历史,有阶级制度-以来$政治总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之治术)

&

%

!120

年

3

月$傅宇芳强调$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未把握政治学的实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为(阶级的统

治权力)

'

%

!120

年
!"

月$邓初民感到$国家范畴虽可包括政权或政府$却难以包括政党与革命%他在

*政治学+自序中介绍$自己撰写此书前后修改之处很多$(原来的讲义$是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

的$把政府&政党等等$都一起包括在国家中$但后来觉得这是不大妥当的$便把它改了$000改为政治学

所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现象)

(

%他解释$政党&革命(决不能拿国家这一概念来包括)

)

%

民国政治学界深受欧美科学实证论影响*+,

%无论欧美派学者$还是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均

认可政治学科学性$承认政治学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等政治现象的科学%

!102

年
0

月$张慰慈即

申明$政治学是(科学的国家知识)

*+-

%

!1$&

年
1

月$黄忏华亦注意到$政治科学,

X9J+:+(<J/(+8)(8

-名称

(现在已经得世人底公认$用他称呼各种拿国家做研究中心底学问)

*+0

%大家普遍强调政治学的任务为

认知国家等政治现象的因果律%

!12"

年
0

月$高一涵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存在因果律$政治学等社会科

学即奠基于这种社会的因果律$(在那有因果关系的自然现象上$既然能够建设起来自然科学$那么$在

这有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上$又何以不能建设起来社会科学呢)

*+1

%国民党派学者亦如是说%马璧于

!1$"

年
%

月表示$(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所谓科学$乃是(有系统&有条理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对象

的因果律)

*+2

%

!1$4

年
!

月$杨幼炯亦指出$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考究政治现象(受定律所支配的连续

性)和(因果关系)$从而寻求政治现象的(公律和原则)

*+3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同样强调政治学的科学

性%

!120

年
!"

月$邓初民在*政治学+自序中称$(区区之意$即想以严格的科学的立场$在目前的政治

/

22

/

!

"

#

$

%

&

'

(

)

*+,

*+-

*+0

*+1

*+2

*+3

张慰慈!*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2"

年$第
!

&

$

页%

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第
!$

页%

李圣五!*政治学浅说+$商务印书馆
!120

年$第
$

页%

邹敬芳!*政治学概论+$会文堂新记书局
!123

年$第
!

页%

*政治学概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
!124

年$第
3

.

&

页%

恽代英!*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
!10&

年$第
0

页%

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长城书店
!120

年$第
0"

页%

田原!*政治学+$新时代出版社
!12%

年$第
!

页%

田原!*政治学+$第
3

.

&

页%

中国学界?译外国诸种政治学论著均大量阐述政治学科学性问题%如吴友三等于
!120

年
%

月译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政治学教授季

尔克立斯,

>#V#\+J(.;+/:

-*政治学原理+,

82(#*(

'

-+6%

9

8%-(/(*"-@*(+#*+

$

!10!

-将政治学称为(

X9J+:+(<JH(+8)(8

)$而非(

X9J+:+(/

)$含有将

政治学归于(科学)之意%参见季尔克立斯!*政治学原理+$吴友三&缪元新&王元照译$孙寒冰校$黎明书局
!123

年$第
!

.

0

页%

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
!"

.

!!

页%

黄忏华!*政治学荟要+上册$商务印书馆
!1$4

年$第
!"

.

!!

页%

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
4

.

%

页%

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第
0"

页%

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
!

.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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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做一番]除旧布新1的工作$也就是]站在促进中国科学的进展而建设一种科学的政治学底见地上1

来写这本书)

!

%不过$他们从唯物论出发$更强调政治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学的科学性体现于对政治

现象的客观规律的探究%邓初民在*政治学+中即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源于政治现象及蕴含于其中的

因果律的客观性$(科学的对象$是离开研究者的主观而独立的客观的东西%对象之中的因果律$也是客

观的东西%科学者的职责$就在于认识这种客观的对象$发现它的因果律)

"

%

虽然大家一致认可政治学的科学性$但对于用以研究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的理解却有相当差异%

!102

年
0

月$张慰慈提出$政治学研究应并用比较的&实验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方法#

%

!123

年
3

月$

杨幼炯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运用观察&归纳&演绎与比较等方法$(事实的观察$最为重要$尤应以事实为

基础$由归纳法求到结果$再以这结果为前提$而行演绎法$以取出他的精神)

$

%美国实用主义方法受

到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的共同推崇%他们均强调$政治原理与政治制度均为假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价

值&是否为真理的标准全在其实际效果%较早从政治学角度介绍此种研究方法者$当属张慰慈%他于

!102

年
0

月强调$政治学原理是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中万事万物现象)&应付环境的人造假说$亦是(做

救济某种环境的工具)%同时$各种政治制度应通过社会实验证明其价值$(凡国家公布一种新法律$发

明一种新制度$或决定一种新政策$无一日不在随时试用$随时修正之中%要想判断他的利弊$必定要看

试验的结果如何)

%

%

!101

年
3

月$朱采真亦认为$虽然政治学的事项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求

得解决$但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处处都有受到试验的机会%实验的方法就是根据试验所

得的效果说明它的价值&

%国民党派学者亦多接受实用主义理论%汪毅于
!10&

年
!0

月引用张慰慈

*政治学大纲+所论实用主义方法$认为政治学原理是(人造的假设)和(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

'

%

!124

年
2

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认为实验方法重要$表示(一种政治制度在

试验中得到最好的效果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制度)

(

%

!12%

年
!0

月$柳克述亦赞赏实验研究方法$

认为(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应用这个方法去研究政治$他们的前途$必大有希望)

)

%然而$实用主义方法

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坚决否定%如邓初民于
!120

年
!"

月以唯物论为视角指出了实用主义方法的非

客观性$认为人的观念是对认识对象的反映$观念正确与否在于它是否与认识对象一致$(但实验主义$

却主张观念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与对象一致$而在于它所显出的效用)

*+,

%

是否并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其他政治学理论

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不仅阐明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学的重要性$还强调政治学研究必

须采用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

!101

年
!!

月$秦明一方面申明政治学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对

政治现象(加以正确的观察或说明)$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包括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都是建立于社会基础之上的

(社会建筑)%他同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观必须基于阶级分析方法$一些(支配阶级)的御用学者(把一切

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社会制度(永久化$绝对化)$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含有麻醉意味的毒酒)

*+-

%

!120

年
3

月$傅宇芳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政治现象(是充满了辩证法

的)$同时$(指导人类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观点$不能不是唯物论的)%而且$政治学应以(史的唯物论)

为研究方法$此种理论以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为基础$重点分析阶级剥削与对立*+0

%邓初民于
!1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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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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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采真!*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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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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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政治学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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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页%

*政治学概论+$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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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克述!*政治学+$青年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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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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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

月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

!

$认为这是(政治学上的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介绍$此种

研究方法立足政治整体性$在全面分析国家&政权&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材料的基础上$普遍研究各种

政治要素'以运动和(内部对立),矛盾-的观念$研究政治的发展法则%他又指出$(现实论理学)立足(现

实的经济生活关系)分析(政治形态)$而由社会经济关系导致的社会阶级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视

角$(我们如果考察到那一个阶级为着那一种目的去使用国家的权力$就能够理解到那种政治形态的构

造和机能$一切都是由社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

"

%

而国民党派学者罗敦伟&马璧&蔡惠群等虽认可唯物辩证法$却不同意唯物史观%

!12!

年
$

月$罗

敦伟试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相分割%他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合理性$认为(马克斯最大的功绩并不

是别的$而是新的研究方法之发现$辩证法的唯物论成立以来$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就完全改变了)%但

他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他申明$其所言(社会主义政治学)不同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话的

(无产阶级政治学)$并不具有阶级性#

%

!1$"

年
%

月$马璧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认为(现实

论理学的方法的名词$不是狭义的社会主义学者所独占的)$(这当然是政治学进一步的研究方法)%但

他不同意唯物史观论者(认为经济的关系决定政治的构造)观点$提出决定政治构造的并非经济$而是知

识阶级$(有资产的人$不一定可以操纵政治$只是有智识的人才可以操纵政治)

$

%

!1$$

年$蔡惠群亦将

(唯物辩证法)称为(现实论理学)$认为(它在学理上已成立为一个无从否认的方法论)%但他反对阶级

分析方法$认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

%

各派学者对政治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诠释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欧美派与国

民党派学者多认可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社会阶级&政党与革命等问题亦

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多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分析政治现象的因果规

律$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注重认识主体的认知客观性%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均追捧实用主义等欧

美科学实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的重要%政治学理念的相异$

隐含着各派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动机%

二&政治与国家概念认知的各异

政治与国家是政治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由于其在政治学中地位之重要$民国时期各派学者对政治

与国家概念的不同阐释便成为区别各政治学流派的重要标杆$并深切反映出各派学者相异的政治倾向%

正如张慰慈所言$(大概一种科学的原理原则差不多都是包括在各该科学内重要名词之中的)%(各种的

政治学说&政治学理$也是完全发源于不相同的]国家1的概念)

&

%

孙中山于
!10$

年
2

月在*民权主义+演讲中阐释的政治概念影响广泛!(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

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不过$各派学者对孙中山此论各异其说%

国民党派学者多由此强调政治对于社会及民众的强制管理内涵%

!122

年
!"

月$虞棠肯定孙中山此论

(实为确当不移)$并由此认为$政治组织相对于(普通社会组织)是一种(指导调和及强行的制度)$(现代

社会的组织$譬如未成年的孩童$又如不健全的病者$而政治组织是其监护人$又为其医师)

(

%南京国

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于
!124

年
2

月所编教材由孙中山此论认为$政治具有对民众人身&

权力&财产的强制管理性质$(国家成立后$关于人民本身及其事与物的强制管理$叫做政治)%(管理)的

/

32

/

!

"

#

$

%

&

'

(

!1$&

年
4

月$邓初民直接把(现实论理学)称作 (唯物辩证法)$认为此种政治学研究方法包括五个方面!从经济生活的关系去说明

政治形态'从社会矛盾&社会斗争中把握各种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全面观察和分析各种政治要素的关联形态$以构建统

一的政治(形像)'从研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政治的普遍发展法则'依据研究所得的具体政治原理$进行政治生活实践%参见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生活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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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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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不限于(民众的事)$亦包括(民众的本身及其共有或私有的物)$(管理)的性质(多少总含有一点强

制性)

!

%诸多欧美派学者多据西方学界所下政治定义补充孙中山此论%

!101

年
3

月$朱采真认为$孙

中山所言管理众人之事$只是对政治概念最广义的解释%而对政治概念狭义的解释$是将政治视作与国

家根本活动直接相关的国民和国家机关的行为"

%

!1$&

年
1

月$黄忏华认为$孙中山此论与伯伦知理所

言(政治是统治国家底一切行为$是国家底实际行为)观点相近$其所言(众人)就是国民全体$(众人底

事)就是国事#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指出孙中山此论未揭示政治的阶级对立与斗争本质%

!120

年
0

月$傅宇芳指出$(所谓]管理众人之事1即不外是管理一部份人压迫其他广大群之事情而已%因此$可知

这种说法$仅仅是布尔乔亚阶级麻醉普罗阶级的迷语)

$

%

!120

年
!"

月$邓初民分析$(国家)或(人民)

并非(利害一致的整体)或(没有阶级矛盾的和谐体)$(所谓超然于国家与人民之上的]管理1&]治理1是

绝对不会有的)

%

%

各派学者对政治概念的上述分歧源于其对政治现象理解的歧异%而民国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

与国民党派学者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从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角度解释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派

学者认为$政治现象的特征是(强制权力)$而(强制权力)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的攫取$这就导致政治的

阶级剥削与斗争本质%

!101

年
%

月$陈豹隐认为$(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生活$就是政治生活)$而政治

的核心在于夺取经济利益$(政治生活就是人类关于那些为经济利益的有秩序的取得而存在的强制权力

的生活)

&

%由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强制权力$他们阐明了政治的阶级剥削与斗争本质%

!120

年
3

月$傅宇芳指出$(政治)二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进入阶级对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概念)%所

以$(政治现象$就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现象)

'

%

!120

年
!"

月$邓初民指出$我们在探求政治现象

(发生&成长&没落之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时$(必需要论述到阶级$不$必需要以阶级的论述为其出发

点)

(

%国民党派学者多依据民生史观$从人类生存和共同生活角度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反对马克思主

义派学者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更反对将政治现象的本质视作阶级矛盾与斗争%马璧于
!1$"

年
%

月认

为$安全生存和共同生活是人类在复杂社会中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政治的目标就是人类在一定

的社会范围里$发生合理的组织与活动$以求达到安全生存和共同生活的境地)%他反对以经济基础和

阶级斗争解释政治现象$认为(有一部份的见解$以为政治便是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政治关系为经济关系

所决定%这些论调便是布尔塞维克的口吻$这是把政治看做经济的附庸$也失去了政治的意义)

)

%

!1$%

年
0

月$陈顾远亦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求生存$谋利益$(政治之目的即系为大众谋利益$

至少亦须与最大多数人之利益相调和$而解决其求生存问题)$阶级斗争对于政治的影响(亦不过社会现

象上之病态$当然不足说明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之全体)

*+,

%

关于国家概念$西方学界有国家三要素说与四要素说之别$或以为国家系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

构成的政治团体$或在三要素之外$加上政府要素*+-

%对于应采三要素说还是四要素说$欧美派学者并

无定论$有采三要素说者$亦有采四要素说者%朱采真&任和声&李剑农&陈之迈等采三要素说%如朱采

真于
!12"

年
%

月认为$(国家的成立须要具备下列三种要素!,一-人民$,二-领土$,三-统治权%所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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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国学界所译西书多持四要素说%孙一中译美国学者基特尔*政治学+即申明$国家概念包括物质的元素&主权两大要素%

物质的元素包括领土和人民'主权则包括组织和统一%所谓组织$指强迫人民服从的政府组织%参见基特尔!*政治学+$孙一中

译$大东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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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治权$在政治学上常常称做主权)

!

%而张慰慈&倪竞存&张天百&王希和&廖竞存&黄忏华等则采四要素

说%如张慰慈于
!102

年
0

月认为$国家有四种要素!有为公共目的而活动的一群人民'占有地球上一定

的土地'有表示和执行公共意志的机关'只受一个最高统治权的支配%简言之$就是土地&人民&组织和

主权"

%相较于欧美派学者$汪毅&王诗岩&萨孟武&邱培豪&李圣五&杜久&张又新&蔡惠群&陈顾远等国

民党派学者多宣扬国家四要素说%如萨孟武于
!12&

年
%

月将国家解释为(大凡一群人民定住于同一领

土之上$利用统治组织$以行使独立最高的权力$就构成一个国家)

#

%蔡惠群于
!1$$

年亦认为$(国家

是人类的政治组合物$具备着精神和物质的两种要素$即人民&土地&主权与政府组织是也)

$

%他们之

所以采四要素说$乃出于对政府社会功能的关注%李圣五于
!120

年
!!

月即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有政

治组织$即必须有个政府以发抒实施人民之意志$决定公共的政策$并且对外以代表国家%假若没有政

府$即无共同的意志与行动$仅属乌合之众而已)

%

%

!1$"

年
!0

月$杜久&张又新亦强调$(从近代历史来

看$有主权而没有政府$往往会成个有名无实的国家)

&

%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从国家阶级性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批评国家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秦明于

!101

年
!!

月指出$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等论著(历数土地&人民&主权等国家的要素)所下国家定义(究

未能显示国家之本质)%例如$(封建国家)并无所谓(人民)$只有作为土地占有者的国王和贵族以及作

为非土地占有者的农奴'

%

!120

年
0

月$傅宇芳表示$一些不理解阶级国家论的政治学者复述欧美政治

学者的意见$将人民&土地&政府&主权等视作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了解(国家存在的意义是统治阶级

用以压迫或治服被榨取阶级)的事实(

%

!120

年
!"

月$邓初民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指出$土地很难说是

构成国家的必要要素$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造成中国领土的不完整$(请问中国是不是国家#

或者是的$而英日美等之实际的国家范围里$又同时各有各的中国)%他又分析$仅以抽象的人民为国家

的要素$掩盖了人民属于不同阶级的实质$(至于近代资本阶级的社会里$明明分着阶级$而人民两字却

是各阶级的总和的意思$其实即在以人民否认阶级)$国家的对内主权实际是(一阶级的独裁制)

)

%

国家目的与功能亦为各派学者讨论的中心论题%西方学界多将国家目的与功能定位于维持社会秩

序&谋求社会公平与公共福利%

!121

年
!

月$廖竞存即注意到$西方学者阐述的国家目的包括三方面!

增进个人幸福$维持人民间的秩序&和平及公道'增进社会团体幸福$保护公共利益$做个人或自由团体

不能做或做不好的社会事业'增进人类文明$发展世界文化*+,

%欧美派学者多接受西说%张慰慈于
!102

年
0

月即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想维持全体的和平秩序$裁判各社会的争议$使各种社会皆有平等发展

的机会)

*+-

%

!12&

年
2

月$王希和表示$国家的目的有三方面!维持国内人民之间的秩序与正义'促进国

民的群体福利与公共利益'促进(人类文化之增进)

*+0

%

国民党派学者对国家目的与功能的阐释多遵循孙中山民生史观话语$将之定位于谋求人民生存%

!122

年
!0

月$桂崇基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谋全体人民的生存)$必须尽保民&养民&教民的职责*+1

%

!123

年
&

月$蒋静一强调$国家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组织$(换言之$就是人类想达到他们共同生存的目的$所以

才有国家的组织)

*+2

%蔡惠群于
!1$$

年分析$孙中山将国家视作人类(用人为的力量)建立的组织$(国

家既是人为力的制造品$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是把国家看做人类为达到本身生存目的而造成的工具和方

/

42

/

!

"

#

$

%

&

'

(

)

*+,

*+-

*+0

*+1

*+2

朱采真!*政治学通论+$世界书局
!12"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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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萨孟武!*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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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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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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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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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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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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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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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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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问题上$萨孟武的认识前后转向明显%其
!101

年
4

月出版的*三民主义政治学+仍受阶级

分析方法影响$而此后出版的*政治学概论+*政治学与比较宪法+*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新论+等论著则

基于国民党民生史观%他在*三民主义政治学+中由孙中山民生史观生存话语推论到阶级压迫问题$认

为对生存资料的掠夺造成(掠夺和被掠夺二种阶级)$(掠夺阶级)为了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建立国家"

%

之后$萨孟武放弃阶级分析方法%他在*政治学原理+中表示$人类的生存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

是人类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乃用合群的武力$造成的一种团体)

#

%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立足革命话语$将国家功能定位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恽代英于
!10&

年
1

月指

出$(国家是什么#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000国家机关$都是适合于用来压迫被治阶级的)

$

%

!101

年

!!

月$秦明强调国家是人类社会的阶级组织$(国家是与阶级生同床死同穴的一对恩爱的永恋的夫

妻)

%

%

!1$&

年
2

月$郑晖指出$阶级压迫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深切的了解$国家的存在根本

是在压迫阶级用以剥削被压迫阶级$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

&

%他们对非阶级国家观提出批评%

!101

年
%

月$陈豹隐认为$把政治强制权力目的视作(谋自由幸福或一般利益)说法$(只图鼓吹国家至

上主义$却忘记了在政治的下面常常有大多数人的牺牲和不自由)

'

%邓初民与陈豹隐几乎同调%他于

!120

年
!"

月亦表示$(现在正自有人说$国家是谋自由幸福或一般利益的工具$但他们却忘记了在国家

底下大多数人的牺牲和不自由'正自有人说$国家是处理一个公共集团的公共事务的工具$殊不知这也

不过是一个乐观的空想)

(

%

政治概念内涵&国家三要素或四要素说&国家目的与功能为政治学研究之基本问题%民国学界在此

方面的阐释可谓截然分派%欧美派学者多承欧美余绪$强调政治现象即是与国家现象相关的国民与国

家机关的行为$主张国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谋求社会公正与公共福利%国民党派学者则遵循孙中

山所言(管理众人的事)理解政治概念内涵$并以民生史观为视角理解国家目的与功能%马克思主义派

学者则基于革命需求$注重分析政治与国家概念的社会阶级属性%如此相异的阐述并非仅反衬各派学

术理念的相左$亦反映出其现实政治倾向的各异%

三&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对国家权威性的认知

主权是国家研究的核心论题%正如张慰慈于
!102

年
0

月所言$(国家既是最高的社会$主权又是这

个最高社会的特征$所以$我们专以研究国家性质为目的政治学中$不能不以主权的研究为第一个重要

问题%)

)同时$欲分析西方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不能不提到
!1

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与英国

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
0"

世纪初英国国家(团体说)%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主张强化国家权威$与一元主

权论一样关注国家权威性问题$虽在清末受学界重视$但在民国时期饱受批评%而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

与国家(团体说)则为多元主权论理论先导$受到民国学界更多肯定%

自
!&

世纪法国学者布丹,

S#B9=+)

-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后$西方学界主要盛行一元主权论%张慰慈

介绍$布丹于
!34&

年在*共和篇+,

$+3"E+

'

?B-(

Z

?+

$

!34&

-中认为(主权是在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最高权

力$不受法律限制的)$具有最高性&永久性&唯一不可分割性三种要素*+,

%清末至
0"

年代初$中国学界

大力介绍西方一元主权论%

!1"%

年
1

月$杨廷栋即认为(主权为无上无限之大权)

*+-

%张慰慈于
!102

年

/

%2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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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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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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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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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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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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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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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0

月亦表示$国家无论对内对外$必有最高无上的权力$各社团总要在国家支配权力之下!

%即便在
0"

年代后期以后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影响渐大的情况下$诸多学者仍赞同一元主权论%

!10%

年
$

月$

倪竞存认为$国家拥有对内无上&对外独立的(最高意志)$(对于这种意志$群内分子都得要服从他$其他

各国都不得干涉他)

"

%

!101

年
!0

月$任和声表示$(主权,

H9F8;8+

C

):

G

-之特性有五!一为永久性$其命

运与国家相终始者'二为国家唯一意志之代表'三为最高无上'四为无限制'五为不能分割)

#

%王希和

亦于
!12&

年
2

月认为$主权对国内具有独立性与统一性$(主权有绝对的独立性$唯其独立$故在法律上

言$对内对外$皆不受任何的限制$被限制之主权$则非国家之最高权力$换言之$即不成其为主权)

$

%

尤其全面抗战时期$出于举国团结的抗战需要$中国学界极关心增强政府权威问题$更关注一元主权论%

!121

年
!

月$廖竞存表示$(国家的主权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的)%他之赞同一元主权

论$乃出于对抗战时期强化政府社会功能的关注%他认为$(政府是为国家执行民意的机关$如认定国家

当爱$则政府必须拥护$其理至显)

%

%陈之迈特别强调国家对反侵略斗争的重要性$故于
!1$!

年
$

月

肯定一元主权论$认为虽西方学者对主权概念有各种诠释$但主权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

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国家享有主权&

%

!1

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以伯伦知理,

S#U#BJ-):/(.J+

-和黑格尔,

\#K#]#@8

C

8J

-等为代表%

张慰慈介绍$伯伦知理提出(国家有机体说)$认为国家是(人类有机体的偶像)%人类的天性除个人的判

别外$还有(协同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个人服从国家权力的本能'

%高一涵介绍$黑格尔提出国

家(真我)与(真意思)说$认为在个人(日常经验的&意识的实在我)之上$还存在一个(理想我)$即(真

我)%此(理想我)或(真我)就是国家%同时$在个人(日常经验的和意识的)(实在意思)之上$还存在一

个(真意思)%此(真意思)即为国家的(意思)%故国家是个人的扩大$(个人的小我)必须服从(国家的大

我)

(

%显然$德国此种国家观主张个人服从国家$在强化国家权威问题上$与一元主权论颇为同调%此

种国家观招致民国多数学者批评%

!102

年
0

月$张慰慈批评伯伦知理把人民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部

分$忽视了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意志)

%

!10%

年
3

月$陈筑山则指出黑格尔国家观的专制政治本质$

认为其(以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美其名曰真自由$不外是带着假面具的专制)

*+,

%高一涵亦于

!12"

年
0

月质问黑格尔(真我说)道$(现在人类的实际生活$果真把国家当作真我$当作最高道德吗#

现在的国家果能真正成为真善美的理想体吗# 人类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行为$通同不受国家管束

吗#)

*+-

!120

年
1

月$赵普巨认为$黑格尔所论是
!1

世纪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造成(国家绝对尊严)&(国

家万能)的观念$成为后世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理论根据*+0

%

与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注重强化国家权威不同$

!1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与
0"

世纪初英国国

家(团体说)则成为多元主权论的理论先导%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初步提出$一国之内各种社会团体对

于国家具有一定独立性%

!10%

年
3

月$陈筑山将此种国家观称作国家的(互保会说)%他介绍$此种国

家观始于洛克,

S#̂9(*8

-$经边沁,

S#B8):.<A

-&密尔,

S#H#P+JJ

-鼓吹$至斯宾塞,

@#H

M

8)(8;

-大盛$主张

国家目的为保护个人自由权'国家与其他(特殊组合)并立$并非包括其他一切(特殊组合)的(全体社

会)

*+1

%

!12"

年
0

月$高一涵则将此种国家观称作股份公司国家观%他介绍$此种国家观基于人们的自

/

12

/

!

"

#

$

%

&

'

(

)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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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观念$认为国家是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的(国民互相保护的股份公司)

!

%

0"

世纪初以英属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其维,

>#P#P<(ZF8;

-为代表的国家(团体说)正式提出国家亦为社会团体$与其他社

会团体具有某种平等地位%陈筑山注意到$此种国家观认为国家仅为一种团体,

T//9(+<:+9)

-$与其他社

会团体有(共通性)$麦其维*基本社会+,

5%..?#(/

P

!

:@%*(%-%

&

(*"-@/?H

P

$

!1!4

-为其主要论著"

%

麦其维国家(团体说)对民国学界影响较大%

!12&

年
3

月$陈启天将其*政治学+,

>A+7%H+2#@/"/+

$

!10&

-译为中文出版%陈启天介绍$此书(用多元和功能的观点讨论国家与政治)

#

%民国时期$相较于

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与国家(团体说)受到中国学界更多肯定%

!10%

年
3

月$陈

筑山一方面对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保障个人自由民主表示肯定$认为(互保会说)谓国家职能有一定范

围$(尊重个人的自由)是(比较正当的国家观)$同时$又指出此种国家观过于放纵个人自由$过于强调其

他社会组织对国家的独立性%陈筑山完全赞同国家(团体说)$认为此说在保障个人民主自由和社会团

体自主性的同时$又指出国家有统治其他社会团体的(特殊性)

$

%

!12"

年
0

月$高一涵亦赞同国家(团

体说)$认为(国家只是管理人类一部分事务的团体$在国家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存在$并且$关于那非政

治的事务$个人往往与国家不生什么关系$他同别种特别团体的关系往往比同国家的关系更要密切)

%

%

西方多元主权论兴起于
0"

世纪初%此种理论否认国家主权的至高地位和国家对主权的独占性$认

为国家只是社会团体之一种$其他社会团体与国家一样在各自范围内享有某种主权%高一涵介绍$此种

理论认为国家作为一种团体$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职能对等$故主权(不能为国家所专有)$应为各

种团体或组织所同有&

%法国狄骥,

^#7-

C

-+:

-以及英国拉斯基,

@#S#̂</*+

-&柯尔,

\#7#@#[9J8

-等为

此论主要代表者%狄骥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萨孟武介绍$狄骥认为国家权力不是最高的$国家须受法

律的约束$而法律又基于社会的(连带关系)%国家既然不拥有最高权力$也就没有主权'

%而拉斯基&

柯尔仅否认国家对主权的独占性$并不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张君劢介绍$拉斯基学说(意在打破此至

尊无上之主权$而造成各个人&各社团自发自动之习尚也)%依其学说$一国之内有各种社团$(所谓国家

者$非能举人类一切活动而概括之$乃此种种社团中之一而已$)应承认国家之内各社团的(自主权)

(

%

朱采真介绍$柯尔在*产业自治+,

@+-

9

RK%,+2#.+#/(#1#H?6/2

P

$

!1!4

-等书中将国家与基尔特,

\-+J=

-

视作平等的团体$认为国家与基尔特拥有共同主权)

%

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大约始于
0"

年代后期%

!10%

年
3

月$陈筑山综合一元主权论与多

元主权论$提出 (多样的统一说的主权论)%他认为$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皆有偏弊%前者使国家

之内的团体与个人(毫无自由生活独立存在之价值)'后者(必至国家与一切团体及个人$各各自由独立

而无共通一致结合统一之体制)%自己所提理论(一方承认一切团体及个人有一定范围之主权$一方承

认国家主权除受其他团体的及个人的主权范围之制限外$有完全的最高性与惟一的中心性)

*+,

%

!12"

年

0

月$高一涵表示$(一元的主权论纯粹是一种悬想的假设)$无论何人$都属于从家族&村落到国家等各

种(团体)$(国家的意志并不是处处可以通行$国家的权力有时候也受种种的限制)

*+-

%

!12"

年
%

月$朱

采真也认为$(主权本来不是国家的特性$其他各种团体也得保有主权%大凡从家族&乡村组织到国家组

织$其间正不少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团体$各有支配其所属分子的力)

*+0

%

西方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拉斯基%拉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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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书钦!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103

年出版的*政治典范+为其多元主权论代表作$

!12"

年
!"

月$张君劢以张士林为笔名将其译为中文

出版%张君劢对拉斯基政治思想评价甚高$认为拉斯基几为英国现代政治思想集大成者$拉斯基(虽以

英国现代思想之先导言之$不如槐氏!

&麦氏"

$然集合各派之长$而汇成一系统$非他人所能及也)

#

%

中央大学教授杭立武等亦极追捧拉斯基理论%杭立武之推崇拉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师承%他于

!101

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为拉斯基学生%

!120

年秋$他出版*政治典范要义+%

他在序言中称$此书由其撰*政治典范要义+和*读2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3书后+两文及萧公权撰*拉氏政

治思想之背景+辑成$

%杭立武高度评价拉斯基*政治典范+$认为此书(不特集拉氏个人思想之大成$且

足使近代反政治一元主义之论说$得一系统结晶之作)

%

%不过$中国学界多注意到拉斯基对一元主权

论的让步%张君劢即注意到$拉斯基将国家与其他社团相区别$认为国家是(公共职务之法人团体)$并

将(平均酌剂),

[99;=+)<:+9)

-地位赋予国家$(是以多元主义者之资格$隐示对于一元主义之让步矣)

&

%

萧公权亦指出拉斯基理论内在矛盾%他分析$拉斯基大体接受英国学者顾林,

I#@#\;88)

-伦理个人主

义$承认国家中公善的存在$(故国家服役于众人之共同及普遍目的$而其他之社团皆不过满足人生片面

之需要%此国家之地位所以必高出于一切组织之上也)%同时$依拉斯基所言$国家最高目的是保护个

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如此$社会中就不可能有其他权威挑战国家的权威'

%

国民党派学者出于维护国民党专制需要$多主张增强国家权威%

!123

年
3

月$蒋静一强调$个人与

国家联系密切%一方面$国家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组织$(当然要代表全民族生存的意志)$另一方面$人们

对国家的贡献和服务是国家进化的原动力$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民(不间断地贡献其智能于国家)

(

%

!124

年
2

月编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教材强调国家的强制力$表示(若从法律

方面观察$国家是立于一切团体之上的%无论什么团体$须经国家的允许$才能成立%国家为使它们不

至逾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时时监视它们的行为$甚至节制它们的活动$一遇违法的事情发生$便强制解

散)

)

%

!1$$

年
$

月$萨孟武认为$国家为了防御外敌与维持治安$(当然可以统制国民的行动$而在必要

之时$尚须统制社团的行动$否则$工会&商会&学会&教会将各执己见$各行其是$而致治安不能维持

了)

*+,

%故而$国民党派学者多赞同一元主权论%

!120

年
!0

月$黄开山认为$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团体(群

雄割据)的状态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势力)衰弱而导致的过渡时期$(一自旧势力恢复$或优越的新

兴势力出现$则中心势力亦从而确立)%这表现为政治思想$便是(一元主义的思想)复活$(若不知时代

及各种社会环境与政治思想之关系$而妄以多元的国家视为普通的真理$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

*+-

%

!12&

年
%

月$萨孟武认为$(只惟国家才有最高主权$亦因国家有最高主权$故能维持社会的治安)%拉

斯基的主张并不全面$如果国家与其他社团在各自范围内拥有各自最高主权$那么$(在同一领土之内$

对于同一的人民$若因事项的不同$而存在两个以上的最高主权$实可发生许多纠纷)

*+0

%蔡惠群于
!1$$

年表示$(国家的意思可以拘束国内一切人民与一切社团的意思$如人民与社团发生争议时$最后由国家

予以裁决$因之$国家之有最高主权$至无疑议)$(多元论者的国家主权学说$是不合实际情况的高

论)

*+1

%

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者并不关心一元与多元主权问题$而重点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阶级实质%秦明于

!101

年
!!

月指出$国家主权具有(阶级性)$(社会人类因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把人类分裂为两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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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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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

期

对立的时候$一阶级便不得不假强制力以维持于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即经济组织与政治制度%同时$

还要假此强制力抑制其他阶级%此种强制力就是所谓]主权1)

!

%

!120

年
3

月$傅宇芳指出$资产阶级

政治学者仅将主权视作国家统治中枢$是(空洞的主权理论)%所谓主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辩证

唯物论的观点$则以为主权即统治阶级之超越的力量表现于阶级统治的实权之主宰之意)

"

%

清末至
0"

世纪
0"

年代前期$中国学界主要受一元主权论影响%

0"

年代后期以降$多元主权论在

中国学界日益兴盛%两种主权论在中国之消长$亦成为同时期民主与专制观念的重要学理基础%这表

现在国民党派学者出于维护国民党当局政治权力需要$多宣扬一元主权论'而在中国学界看来$多元主

权论与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民主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基于革命立场重点辨析

主权的阶级属性%

民国学界所言政治学研究范式仍为西来%总体而言$民国政治学者深受
!1

世纪末欧美科学实证论

影响%他们承欧美余绪$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科学国家学研究范式%然而$各派政治学者面临西说$

由各自政治立场而有取舍与偏重%欧美派学者多注重遵循欧美政治学研究范式$强调运用美国实用主

义等科学实证方法%他们出于中国民主政治关怀$日益关注多元主权论%国民党派学者则试图将欧美

派学者阐述的欧美研究范式与孙中山民生史观相结合$构建适应国民党统治需要的政治学体系%马克

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政治学研究应并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构建起革命式的政治学研究范式%

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主张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另外两派学者辩驳的焦点%由此而言$政

治改良论与政治革命论之分野几成民国政治理论之分水岭%问题在于$在以革命手段重构中国社会仍

为民国社会主要发展趋向的情况下$政治改良论是否能够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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