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的三列桨座战船浮雕

所举历史学家卡根就在一篇论文
中把基辛格与修昔底德类比!又
如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鲍威尔
据说就在办公室悬挂修昔底德警
句!而这种影响最可能源于西点
军校或海军战争学院的修昔底德
课程教学" 如果勉为其难!权作
抛砖!则只好#以偏概全$试举文
献如下%

第一种可说是完全处于冷战
时代&&&弗里斯 '

!"#"$ %& '()"**

(

所著)修昔底德与两极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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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虽声明类
比历史容易导致许多误解!但不
妨暂借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关
切! 去探索分析修昔底德那个时
代的战争与政治!他的这一尝试
在当时得到诸如政治哲学家沃
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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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
者怀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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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名学
者的支持% 第二种是一本新著!

)修昔底德论战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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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来自希腊的
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的
学者普拉蒂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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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合著!该书一方面盛
赞修昔底德创发了#战略$这一概
念!可与中国)孙子兵法*与德国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媲美!另
一方面出于现代战略的关切!试
图从修昔底德书中挖掘出具有普
适性的战略原则!这对于相关思
考颇具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三本文集% 一是勒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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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合编
的)霸权对抗,从修昔底德到核武
时 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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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集源于
B8OO

年召开的
一次学术会议!旨在凝聚历史与
国际政治两类学者共同探讨修
昔底德!参与者不乏名家!比如古
史专家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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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政治现实主义名家吉尔平等!正
如编者导言所称!文集作者们没
有谁指名当代!但所有人都借助
修昔底德来反观现在!他们的学
术视野紧密关注着今天的现实
冲突与本质动力% 该册可谓冷战
结束前夕学者们充满现实政治意
识的修昔底德研讨结集% 第二本
文集是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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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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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
一次历史与政治学学者交叉研讨
后的论文结集!由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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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合编!分为上+下
册先后出版题名)修昔底德与政
治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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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本文集
是古斯塔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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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的)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
论 , 一项永久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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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
一部非常好的文集!由诸多著名
学者参与!论题集中了修昔底德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地位+民
主政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关系+

权力与道德+伯里克利问题!以及
美国与雅典的对比讨论等等%

最后举出一本以作为本部分
的 结 束...约 翰 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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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修昔底德+霍布斯以
及 对 现 实 主 义 的 解 释 *

'

+,-./0)0"*

!

J3HH"*

!

120 #,"

V2#"$6$"#1#)32 34 E"1()*K

!

B88X

(!该
书批评国际政治学界滥用修昔底
德!指出许多引用不过是寻章摘
句!甚至张冠李戴!以书中人物代
言修昔底德!并且在思想源流上
混同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作者从
/人性$+/正义$以及/领导权与政
制$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两位思想
人物的具体差异!以此/警醒$学
界慎用修昔底德!实际上是一部
面对国际政治学界而作出的出
色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研究

修昔底德之作! 固然是一部
历史书!也是一部国际政治研究!

但还非常/哲学$...同类作品中
还从未有过一本具有如此鲜明的
哲学性格!它完全可与柏拉图许
多论题相互阐发!并且与现代政
治哲学开创性人物马基雅维利
与霍布斯具有紧密渊源关系!毫
无疑问!政治哲学研究是理解修
昔底德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不
承认是最重要一环的话% 笔者最
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修昔
底德与其他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
之间!如果有/对话$!他们可能交
谈些什么0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1
施特劳斯'

G"3 ?#$1-**

(及其学派
对修昔底德的研究% 当然!这两
个方面彼此交汇很多%

伟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总是
引人入胜的 !如果修昔底德 /受

邀$与伯里克利+柏拉图对谈!或
者后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与霍布
斯来读修昔底德! 会让我们捕捉
到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2

首先!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
思想关系复杂! 甚至令人疑惑!比
如他们是否同样认可雅典及其帝
国2 这个问题也是争论已久!前文
/历史问题研究$部分所举)修昔底
德与雅典帝国主义*就是这方面的
力作!由法国学者罗米莉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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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外还有以下两本新作值得关
注% 一是福斯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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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修昔底德+ 伯里克利以及伯里克
利 式 帝 国 主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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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力驳前人把修昔底德
思想等同于伯里克利雅典帝国主
义的观点!证明指出!修昔底德在
战争历史叙事!与通过演讲等构
建的人物角色伯里克利这两者之
间!是明显保持有张力的!举例来
说!历史叙事所呈现的雅典!与书
中人物伯里克利所展现或所追求
的雅典!二者是很不一致的!而这
种不一致很值得推敲% 二是泰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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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伯
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
典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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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努力
证明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不完
全认同! 要点之一即伯里克利以
海军及海上为雅典根本! 但修昔
底德书写的历史却时时呈现雅典
城以及所在地阿提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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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雅典更本质的意义% 应该说
以上这三本书很有助于我们推进
对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复杂思想
关系的解答%

其次的/对话$是修昔底德与
柏拉图!他们二人迥异之程度!甚
至称得上是哲学的两极! 对此最
著名的评论莫过于尼采, 我的重
生!我的偏爱!医治拯救我于柏拉
图主义的!一直是修昔底德0面对
现实!柏拉图胆怯退缩了!于是他
逃入理想! 修昔底德则控制住了
自己! 从而也掌控了现实% 但同
时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又有许多议
题重叠! 比如雅典使节在斯巴达
的演讲中说! 雅典追求权力与帝
国不过是遵循了人类通则!又如
雅典人在与弥罗斯人对话中说!

强者统治而弱者屈服0而同样的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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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人物!对话"外#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施特劳斯及

其学派的修昔底德研究$可以稍带夸张地说#当前对修昔

底德的政治哲学研究几乎就由施特劳斯率先开启# 并且

这一领域几乎就是其学派的!天下"$

施特劳斯作为开启性的正式著作是两种#一是%城邦与

人&书中的第三章!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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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论文!对修

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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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

夏出版社%

#$$%

年*) 此外还有两种身后面世的书面资料+

演讲稿 !修昔底德与政治史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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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译见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

法$% 华夏出版社%

&$$%

年*) 修昔底德研讨课文字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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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音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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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处于他本人整个的哲学之

下#为应对现代理性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思想危机#施特劳斯回

到古代希腊#致力于恢复!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以作为解决良

方)其中修昔底德所呈现的!前哲学"的#亦即本然样态的,实

际的政治世界#为寻求古典政治理性提供了最好出发点#这个

实际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也是一个帝国压迫与反

抗或屈服的世界)克服这一!残酷"世界的办法#并非是今人一

再称引的以雅典人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而是修昔底德式的

智慧与这种智慧之下产生的人道---在政治的地基上#对人之

为人所能达到的高度的观察#对人之必然限度的清醒意识与适

度防范# 以及对政治之无可消除的悲剧性的某种程度的减缓$

这一切#施特劳斯称之为修昔底德式的政治理性主义#一种近

乎从奥林匹亚诸神的高度俯看人类政治世界的智慧$并且修昔

底德的书写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实践性"的教育过程#

正如霍布斯所率先指出#读者被请入政治现场#随着修昔底德

的指引#以一种情景代入的方式#在智识上重新经历这一场最

为政治的历史过程#从而去接近这种智慧与人道$

施特劳斯的这一解读#最好继承于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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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 %修昔底德的人道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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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可视为!开山者"之后最重要代表作$ 该书论述

更为精详全面# 尤其更为详尽论证呈现书中人物狄奥多托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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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摩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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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作为修昔

底德式的智慧与人道#亦即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

此外该学派还有众多成员发表有重要论著# 试按主

要议题举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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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与帝国主义问题 比如布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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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修昔底德论雅典帝

国主义的成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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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青年"亚西比德 比如福德%统治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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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有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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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帕尔

默 !亚西比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僭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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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之爱与公

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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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昔底德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 如阿瑞

兹杜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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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的现实批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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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有中译%见拙编#伦理与国际事务评

论(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福德!国际现实主义与

政治科学+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与新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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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有中译%同上编*$当然实际议题远不止此#还有比如

正义与虔敬,城邦与民主政制,党争,雅典瘟疫等等#读者可以

根据已列举文献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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