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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英主义”与“民主”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彼此对立的概念。
然而有一种政治思想传统却认为，这两个概念尽管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却并非截然对立，实际上
是相互依存的。
加埃塔诺·莫斯卡是这一思想传统最早也是最有说服力的阐释者，我认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对
他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
然而，由于莫斯卡的精英主义不仅在其特定的民主含义（他从开放的精英的角度界定民主）上是主张
民主的，而且在其他诸如自由主义、贤能统治（meritocracy）以及多元主义等概念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
实际上，多元主义尤为重要。
在莫斯卡的理论体系中，多元主义的地位与精英主义可以说不相上下；人们将精英主义基本上视为一
种分析性的解释原理，而将多元主义视为一种规范的评价原理，也许在两者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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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科学要义》是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指出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截然不
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同时，《政治科学要义》还是一部内涵丰富政治文明史，观点独到，论述精练。
《政治科学要义》可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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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同意梅塞尔观点的主旨，但对于在他整个分析中处于重要地位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要旨则要提出
质疑。
作为精英主义基本原理的统治阶级原理，是莫斯卡整个观念和原理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必须联系上下
文从整体的角度予以把握；本文不止一次谈到这一点，我们发现，梅塞尔在这里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
但我们必须追问的是，是谁为这一神话负责，即对莫斯卡原理的片面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片面的理解，部分在于人们通常将莫斯卡与帕累托相提并论，后者的观点更倾向于
单纯强调精英。
在英语语境中，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莫斯卡的《政治科学要义》英译本的标题被译成《统治阶级》
（The Ruling Class）；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莫斯卡第一本书（1884年）所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该书对
代议制政府的批评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一种片面的精英主义。
然而这些都是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和知识史领域的问题，虽然它们本身引人人胜，但
与目前的更具解释性、更具分析性和批判性的研究没有直接的关联。
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莫斯卡最终的“道德式”诉求恰恰说明我们不能将他仅仅视为一个精英主义者
，进而将他的精英主义基本原理视为他的政治哲学的惟一要素。
将莫斯卡批评为一位神话的制造者并非梅塞尔一人。
另有学者将他称为“中产阶级神话”的制造者。
但他们更多地是指某种值得怀疑的价值承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非神话。
据说莫斯卡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该阶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
这一点足以使人们认为：莫斯卡的“政治阶级”概念是模糊的，这一概念包含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
方方面面，需要指出的是，莫斯卡的这一立场导致其声称科学而客观的理论中包含了某种党派倾向或
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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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
本书的翻译是我们三人分工合作的成果：任军锋（代中译序、英文版序言、第一、八、十三、十四、
十七章）；宋国友（第二、三、四、十二、十五、十六章）；包军（第五、六、七、九、十、十一章
）。
最后由任军锋对全书译稿作了校订。
徐卫翔兄帮助翻译了书末附录中的意大利文献，邓海兵同学帮助整理了书后的索引与参考文献。
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译事持续近三年。
应该说，这是我曾经主持翻译的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
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的继续。
由于所依据的都是英译本，两书的表述都自然受到德语和意大利语句法结构的左右，所以翻译起来需
要一番琢磨。
我在校订过程中，有时不得不长时间为了一句话反复推敲。
虽然很耗心力，但我们三位译者都不难从拗口的英文表述中窥见原书作者精妙的隐喻和高超的修辞技
巧，也常常为能够找到一种更为贴切的中文表述而深感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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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科学要义》：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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