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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鲁滨逊的世界导论鲁滨逊的世界

1孤独者的恐惧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

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

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

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

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

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

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

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

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

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

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

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

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

清。（I.170）[1]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

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

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

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

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

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

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

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

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

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

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

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

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

失了（I.66,116,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

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

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

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

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

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

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

（接上页）W.R.Owens,2008;III.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of Robinson

Crusoe(1720),ed.G.A.Starr,2008。引用时注明卷号和页码，中文

译文主要依据以下两个译本：《鲁滨逊漂流记》，方原（徐霞村）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鲁滨孙历险记》，黄杲炘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这一译本包含了鲁滨逊三部

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虽然笛福自己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指出，第

三部与其说是前两部的产物，不如反过来，把前两部的故事看作是

第三部“反思”的产物，因为“说寓言（Fable）是为了讲教训

（Moral），而不是相反”（III.51），但这一部以“鲁滨逊”的

口吻进行的反思，与前两部的关系相当松散，我们并不打算系统地

分析第三部“反思”的思想逻辑，而主要借助这些所谓“教训”来



印证前两部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世界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

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

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

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

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

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

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

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

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

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

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

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

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

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

希望的解脱。”（I.174）

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

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

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

生犹死”（life of Death）。

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

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

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

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

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



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

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

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

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

磨”（Cogitations,Apprehensions,andReflections）。在恐惧的

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

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三年）里，他的全部工

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

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

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

备的动物（I.173,176,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

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

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

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

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

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

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

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

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

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186-

7,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

的迹象呢？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

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

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



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

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

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

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

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

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而

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

可以随意行动的

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

狱”（I.103,140-1,106,109,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

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

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

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

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

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

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

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

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

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

声”（the voice of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

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

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

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

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



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

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

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

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

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

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

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

活（sociable）

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

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

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

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

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

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

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

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

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

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

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

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

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

音》16: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

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

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

（I.140,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

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



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

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

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

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

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

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

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

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

受痛苦”（III.57-8）。

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

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

真正的孤独，恰恰

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

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

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

（“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

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

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

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

（III.57-66）。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

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

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



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

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

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

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

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

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

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

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

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

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

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

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

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

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

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

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

味着什么呢？

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

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

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

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

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

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

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

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

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



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

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

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149）去世界化，脱离

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

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

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

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

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

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

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

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

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

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

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

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

与人类隔

与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朋友在一起，他很高兴，但他更高兴自己

独自在一起……他爱读《鲁滨逊》，我就此判断，他不会以为自己

像困在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幸。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没有野心和

虚荣，与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相比，孤单地生活在同类中要残

酷得多，困难得多。”Rousseau,Dialogues（《卢梭评判让-雅

克：对话录》），II,OC.I.812.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

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

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

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

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

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2劳动与祈祷

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的那一天，将鲁滨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

活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前十五年，鲁滨逊试图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

来重建文明；而在后十三年，火枪和战争取代工具和劳动，成为鲁

滨逊生活的主题。

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是笛福这部小说最受关注的部

分。但鲁滨逊究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人”（homo faber）

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代表（马克思），还是现代

社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的原始自然生活的象征（卢梭）呢？

仔细考察，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没有

任何工具和技艺的帮助”，完全摆脱了所谓“工业技艺”，仅凭一

个孤独者的“自然技艺”（arts naturels），就能维持自己的生

计，实现自我保存，甚至过得很好。[5]鲁滨逊落难孤岛后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将失事船只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了岸上。鲁

滨逊第一批制作的东西中，主要是用来对这些“文明的遗产”进行

储存和分类的方盒和木架。当后来鲁滨逊感谢神意对自己的眷顾

时，还特别提到，要是没有这些从船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干

活的工具，防卫的武器，以及获取食物的枪支弹药”：

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也许是整天想着，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生动

的画面：要是我从船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会怎么办。要是我没弄

到那些食物，那么能给我果腹的只有鱼和海龟了，可是这些都是我

很久以后才发现的，那时我早就饿死了。就算没有饿死，让我活了

下来，我也只不过像个野人罢了（a meer Savage）。哪怕我千方

百计，打死一只野羊或飞禽，我也没法把他们开膛剖肚，剥掉毛皮

或毛羽，掏空内脏，切剁成块，只能像野兽似的用牙齿撕咬，用我

的爪子硬扯。（I.153，cf.I.104）



鲁滨逊并没有（也不想）成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或自然

人[6]，而这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文明的“遗

赠”（I.115）。[7]不过，卢梭打算让爱弥儿从鲁滨逊那里学习

的，恐怕更多是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

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

毫无用处。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获得

快乐的生活。他不再贪求多余的东西，满足于享受那些他能够

真正使用的东西。他种的庄稼只要够自己吃的就行了，再多了也没

有用处：“只有那些我能使用的东西，才对我有价值。我吃的也够

了，用的也有了，其他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排除了贪求，鲁

滨逊不再有那么多的欲望，他的身心可以更加平易地面对流落孤岛

的生活处境。相比而言，他从失事船只带回的一包金币和银币，只

是“一堆糟糕、肮脏、毫无用处的废物”。金币的价值还不如一把

普普通通的刀子（I.152-3,99,cf.II.9,II.57）。[8]这无疑是卢

梭希望爱弥儿牢记的教诲。

然而，当鲁滨逊开始制造各种必需品和工具时，他首先制造的

是桌子和椅子。因为没有桌椅，他觉得他就不能享有他在世上仅剩

下的一点“舒适”了，写字、吃饭，以及做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桌

子，都没有快乐可言。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

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9]这固然因为他从失事

船只抢运下来的食物还足以维持他的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鲁滨

逊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

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

（I.107）。他从船上弄回来的纸笔和墨水，对他也很有用，使他

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所发泄，保持自己的理性（I.105-

6）。[10]鲁滨逊的劳动，不仅借助了文明的工具，更依靠了文化

的种种装备。鲁



滨逊的“使用”远远不只是“野蛮人”的自然使用，他的需要

也同样大大超出了自然需要。

支持孤身面对自然的鲁滨逊的，不仅仅是他从遇难船只上抢回

的工具、武器、种子和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还

有在鲁滨逊记忆中保存的那些来自文明社会各项技艺的知识。这些

技艺的知识深刻地影响了他制作的工具。鲁滨逊最初制作的工具，

一把木头铲子，“就连那个柄也同我们英国人用的一模一

样”（I.111）。而对于筐的制作，“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对我大

有用处”（I.136）。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是面包的制作

—“得靠一大堆奇迹才能实现”（I.155）。在麦子还没有获得足

够的收获之前，鲁滨逊已经开始准备制作各种有关面包的工具了—

陶罐、石臼、筛子、烘焙的炉子等等。面包正是鲁滨逊如何凭借文

明的记忆—而不仅仅是孤独者的劳动—驯化荒岛的象征，而不是文

明返回自然的标志。

鲁滨逊自己说，只要足够理性，任何人都能掌握各种手艺

（I.107）。

不过，鲁滨逊并不是“自然造就的手艺人”（II.87），他并没

有一个人探索“自然的技艺”，而是在劳动中“回忆”文

明。[11]在失事船只遗留的干粮吃完后，鲁滨逊种下了庄稼，在火

药耗尽前，他驯化了山羊。在鲁滨逊看来，这一切首先不是自然必

然性的力量，而是“理性”的周到考虑：“从一开始，我就考虑到

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办，考虑弹药用完之后怎么办，甚至也考虑

到有朝一日我的健康和体力都衰退了后怎么办。”（I.104）

鲁滨逊担忧遥远未来的恐惧，是他在荒岛上幸存下来的重要动

力，也是他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心理前提。这种恐惧，其根源正是



在荒岛万里之外的社会。这恐怕是卢梭在教育这个年龄的爱弥儿时

—尚未从自然存在转变

为社会存在，因而只关心眼前的事物—有意忽视的。[12]不

过，卢梭希望通过鲁滨逊的故事探究的，正是文明最终的自然根

基。鲁滨逊毕竟是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发明，在荒岛上，完全不需

要他人，就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文明的世界。鲁滨逊在荒岛上最值得

重视的，与其说是所谓“自然技艺”，不如说是孤独一个人“持之

以恒的艰苦劳动”（I.136）。然而，恢复文明世界的这一劳动，

恰恰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成果。鲁滨逊与高贵然而“懒散”的野蛮

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这里。[13]他既没有靠天吃饭的懒散，也没

有流落荒岛的沮丧。鲁滨逊的劳动方式，不是自发性的自然劳动，

而是极度理性化的劳动。他耐心、勤劳，从一开始就非常有规律地

将一天的时间做了细致的安排，并且努力摸索气候的规律，根据天

气的变化与工作的紧迫程度来调整自己的计划（I.110,141-4）。

在这方面，马克思对《鲁滨逊历险记》的评论极为敏锐〔3〕—

鲁滨逊几乎从来没有懒散（I was very seldom idle），而是竭尽

全力去做那些让他生

活得更加舒适所必需的事情（I.143,I.169）。

鲁滨逊劳动与生活的理性化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节俭。在船上

运回的干粮即将耗尽时，鲁滨逊就有计划地减少了每天食物的定

量。而在第一年种下麦子后，直到第四年他才允许自己吃点谷物，

而且吃得很节制。即使在暴雨和地震带来的巨大恐慌中喝酒压惊

时，他仍然不忘了，“同平时一样，喝得很节省”，因为他始终记

得，“这些酒喝完以后就没有了”（I.115-8）。

器物和工具的整理和归类，劳动时间的精心分配，劳动次序的



安排，劳动成果的节俭使用和长远规划，这些和鲁滨逊的日记一

样，构成了这部所谓“历险”小说令人惊异的理性化的另一面。而

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没有监工，也没有惩罚，要成为一个守纪律的

理性劳动者，他从哪里获得这种理性化的力量呢？

鲁滨逊的理性化劳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流落孤岛后的绝望和

沮丧。

孤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生活缺乏工具和

帮手，而是生活本身没有希望和前景，最终陷入空虚与绝望。孤独

之所以没有压垮荒岛上的鲁滨逊，他求助的不仅是自然的技艺或劳

动，还有超自然的救助。

在重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当疟疾的高烧耗尽了自然的力量，鲁

滨逊“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了”。鲁滨逊本来承认，流落荒岛

是因为当初没有听从父亲明智的劝告，但现在这一“背叛”被赋予

了精神的涵义，他拒斥的是“神意的呼声”。[14]得救不再仅仅意

味着逃离艰苦的荒岛，而且是脱离自身的“罪孽”。比摆脱生活的

困难更迫切的是解脱“沉重的负罪感”，否则生活就不可能真

正“舒适”（I.123-9）。

和治疗疟疾的烟草一起发现的圣经，作为失事船只的精神遗

产，使鲁滨逊从神意中获得了对抗孤独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

赋予孤独以意义甚至幸福的力量。凭靠这种“新的思想”，被抛弃

的孤独监狱被改造成了可以让鲁

滨逊“更幸福”的状态（I.140-1）。从失事船只上无意抢救出

来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成了鲁滨逊在孤岛上二十八年理性劳

动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抛弃眼泪、哀愁和沮丧，一心过日子

（I.155）。在祈祷的帮助下，鲁滨逊的生活虽然依旧不幸（no



less miserable），但却安心多了（much easier,I.129）。

鲁滨逊在患病期间第一次严肃意义上的祈祷，是他接受荒岛的

孤独生活的决定性时刻。祈祷并不像叫唤“可怜的鲁滨逊”的那只

鹦鹉一样只是“消遣”而已。[15]祈祷为理性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内

心的巨大舒适（Comfortwithin,I.129，比较I.189）。对鲁滨逊来

说，荒岛生活之所以称得上舒适，并不仅仅因为他放弃浮华的社会

欲望，回到朴素的自然需要，从而将生活还原到最简单的自然基

础，还因为在孤独中鲁滨逊不得不为满足自然需要的理性劳动建立

一个超自然的生活方向和存在基础，他必须“顺从上帝旨意，将自

己的一切都交付给神意来处置”（I.157,163）。

但如果“倾听神意的呼声”意味着，“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

每次事件中，探究神意的意义；学会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中理解神意

的目的，神意的规划，也就是理解在每件事中神意有关我们自己有

什么规划，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我们应该做的义务是什

么”（III.184），那么可以说，鲁滨逊即使在良心觉醒之后，仍

然经常漠视神意。虽然鲁滨逊的宗教支撑着他的理性生活，但

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每次事件”中都能准确地发现“神意的意

义”，仅仅靠留意神意所谓“隐秘的暗示”（secret hint），恐

怕并不够。因为，对于人应该做什么的义务来说，神意的规划并不

像自然的必然性那么清楚明白。鲁滨逊说，如果一艘船即将沉没，

船上的人都快要淹死了，而神意让另一艘船靠近，这时遇难的人如

果不发出求救的信号，就不必抱怨神意让他毁灭了（III.184）。

然而从鲁滨逊自己的经历看，人生的绝大多数境况，神意的暗示都

不那么直截了当。鲁滨逊自己遇难后才发现，在船只遇上狂风巨

浪时，如果他们没有马上离开大船登上救生艇，所有人都会平

安地抵达岸上，但当时大家的直觉都以为失去了帆的船已经毫无指

望了（I.92）。后来，对于“神意”让他在荒岛上岸的地点究竟是



好，还是糟糕，鲁滨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摇摆不定（I.131,137-

8）。当然最好的例子仍然是意外长出的麦子，这究竟是机缘

（Chance），还是神意或奇迹，鲁滨逊自己也拿不准（I.115）。

鲁滨逊自己的反省是，当他自己第一次出海遇险时，就应该听从父

亲的告诫，回到陆地上，就可以避免他不幸人生的无数灾祸

（III.194,I.124）。然而没有他的这番不幸和灾祸，他根本就不

会转而倾听“神意的呼声”，将自己从罪的生活中唤醒。鲁滨逊自

己不是也说，虽然他身上这种闯荡世界的冲动就是对他自己的惩

罚，“但神力这样让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急流裹挟而下时，自有其秘

不示人的目的，这种目的只有能倾听神意呼声的人才能听

懂”（II.126）。

鲁滨逊对自己生活的宗教反思，具有相当含混的意涵。对这一

点，笛福的同时代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一部诋毁这部小说的

小册子，就犀利地讽刺笛福试图用所谓神意“隐秘的暗示”来模仿

苏格拉底守护神的声音，其实是一种“迷信性的盲目恐惧，有常

识、信宗教的人士都不屑一顾”。[16]我们这里并不关心鲁滨逊的

宗教思想究竟属于正统的异见立场，包含了对天主教的同情，还是

最终流于无神论的自由思想，而是宗教在鲁滨逊建立的生活方式中

所扮演的角色。严格地说，鲁滨逊的宗教信念并没有对他在荒岛上

的劳动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他的工作大部分是由自然需要的理性

安排所决定的。[17]但如果确实，“即使一根头发落地，也有神

意”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Mr.D.Defoe of

London,London,1719,pp.25-6.

（III.186），那么，倾听“神意的呼声”至少会让鲁滨逊警醒

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细节，每一刻都不放松，没有任何时候懒散。更

重要的是，在没有人的荒岛上，鲁滨逊通过倾听神意的呼声，不



断“比较”自身的生活处境：

“哪怕一个人的处境已经极其不幸，上帝的神意仍然很容易使

他的处境变得更惨……由此可见，对于我们处境的真实状态，除非

有截然相反的环境将其衬托出来，我们永远都看不

清”（I.160,153-5,128-9）。这种“比较”，赋予了孤独生活以

真正的意义。如果说，鲁滨逊在荒岛上的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学会

孤独对于人生的意义，那么倾听神意无疑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教育。

劳动是这一孤独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不过，对于鲁滨逊来说，倾听神意的呼声之所以重要，首先却

是因为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灾祸，遍布着看不见的危险。我们其实并

不知道，日常生活每时每刻的平安，都是无意之中从这些我们根本

都没有觉察到的危险中逃脱出来的幸运（II.201）。在这样的人生

中，活着并不自然，而是奇迹；正是沙滩上的脚印提醒了鲁滨逊，

哪怕最平凡的人生，最简单的幸存，也似乎体现了神意的佑护。在

人生的危险和恐惧中，比起在平静的劳动中，“神意的呼声”才具

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事情也真是神奇，我们常在不知不觉中得救了。有时当我们怀

疑或犹豫（人们称为“踌躇”）的时候，不知该走这条路，还是那

条路，经常内心有一种隐秘的暗示，要我们走其中的一条，而我们

本来想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的感觉、愿望，甚

至也许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叫我们走一条路，但心里不知从哪升起一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象，偏偏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我们都不知道它

的力量从何而来；而后来事实表明，如果我们当初走了那条我们应

该走的路，或者我们想象中以为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就会彻底完

蛋。想到这些，再加上许多类似的反思，我后来就给自己定下一条

规矩：凡是我心里出现这些隐秘的暗示，或心头一动，要我做这件



事，不做那件事，要我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时，我一定服从这神

秘的指令；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只要我心头一动，出现

这样的暗示，这就够了；我这一生，有许多这样成功的例子，特别

是住在这不幸的荒岛上的后期，就更多了。（I.186）

祈祷之所以能在一片自然的荒芜中帮助鲁滨逊建立劳动的纪律

和生活的意义，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在于它能够将鲁滨逊的

眼光从眼前的孤岛提升到更高。当鲁滨逊的目光脱离了自然的当下

处境，更高的恐惧和忧虑反而建立了孤独个体理性生活的方向。

“神意的呼声”对鲁滨逊孤独生活的存在支撑，并不在于提供摆脱

一切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安全。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恰恰造就了孤独

者自身生活方式的核心因素，孤独个体被迫的自由处境。鲁滨逊

的“皈依”与其说是全心全意地服从上帝的感召，不如说是建立了

让孤独的自己承担生活，甚至主宰生活的自我结构。[18]鲁滨逊在

荒岛上的所谓“精神幸存”，既不是自然需要与抽象劳动之外无关

紧要的“消遣”，但同样也不是一个超脱生活自然处境的“灵性的

见证”，而是一个孤独者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方式。但孤独者的生

活，面对的不仅是劳动和经济，还有战争和安全。在无人踏足的荒

岛上孤独生活的鲁滨逊发现了脚印之后，政治，而非经济，就成了

生活的主题。

3战争与安全卢梭想让爱弥儿把自己当成鲁滨逊，“穿一身兽

皮，戴一顶大帽子，佩一把大刀，奇奇怪怪的装备样样都带在身

上，除了那把伞，他可不需要这个东西”。卢梭大概有意遗漏的是

鲁滨逊从来没有忘记携带的火枪、子

弹和火药—真正“高贵的野蛮人”礼拜五恐惧甚至崇拜的“可

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死亡和毁灭的神物”（I.215）。在卢梭影响深

远的鲁滨逊形象中，笛福故事中占据关键角色的恐惧、战争和安全

的问题，似乎被有意排除在外了。[19]而第十五年中鲁滨逊在沙滩



上遭遇的陌生脚印，打破了这个孤独劳动者的舒适生活。

脚印带来的持久恐惧彻底地改变了鲁滨逊的生活。此前，他只

要努力掌握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技艺，就可以生活得舒适，甚至幸

福。但看见了脚印之后，鲁滨逊的生活开始充满了“焦虑、恐惧和

操心”（I.201），“不安”（uneasiness）夺走了他的幸福

（I.177）。现在，他的头脑中成天设想的，不再是劳动和工具，

而是安全和战争。他的“发明”完全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脚印出现

之后，鲁滨逊再也没有在他的文明重建工作中增加任何新的东西，

他永远也没有完成酿制啤酒的设想（I.182）。鲁滨逊的历险从孤

独的劳动转向了针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展开的一场自我保存的

战争。

准确地说，安全并不是从第十五年才开始成为鲁滨逊历险的焦

点。遇难荒岛后，搬运完失事船只上有用的东西，鲁滨逊的第一个

心思就是安全：“如果冒出来野人，或者这岛上有野兽，我该如何

确保自我的安全。”于是，鲁滨逊不仅挖了地穴，搭建了帐篷，并

在这些住处外修建了两排结实的木桩篱笆，又在两排木桩之间堆放

了从船上截下来的缆索，直到木桩顶部，还在围栅里打下斜桩来支

撑这些篱笆；鲁滨逊修的这两排篱笆都没有门，进出都是用短梯。

只有待在这样一个严密设防的堡垒（fortress）中，“同整个世界

完全隔绝开”，鲁滨逊才第一晚睡上了一个安稳觉（I.100-1）。

后来还是担心“有

鲁滨逊自己回顾说：“不过后来看来，我为了怕敌人造成的危

险而搞的这些防范措施，其实都无必要。”（I.101）鲁滨逊在荒

无人烟的海岛上修建的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十五年没有起什么作

用。然而在沙滩上看到脚印的第一刻，鲁滨逊立即逃回了自己的堡

垒，心里充满了恐惧。左思右想，担惊受怕，三天三夜没敢出门。

然后，鲁滨逊决定进一步加固他的防范措施。他担心自己挖的洞穴



出口太大，被人发现，就在洞外已经栽种的两排树篱中又打了木

桩，使它成了第二道堡垒。有了两重树墙，鲁滨逊还嫌不够，又用

木桩、缆索，各种他能想到的东西加固了外围的树墙，在上面留了

七个刚够手臂穿过的小洞，架上了他从船上带来的七支火枪。这样

苦干了几个月，鲁滨逊仍嫌不足，又在墙外种了两万多株树苗，两

年后长成密实的树丛，过了五六年，就是无人能通过的幽深浓密的

树林了。用鲁滨逊的话说，“就这样，我用尽了人类明智所能想得

出的一切措施来保存我自己”（I.176）。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

上，仅仅面对想象中看不见的敌人，就进行了如此深思熟虑和精心

准备的防卫（I.185），这难道就是孤独的鲁滨逊生活的世界？

鲁滨逊发现海滩上吃剩下的人骨后，更是朝思暮想，酝酿各种

方案，四处寻找埋伏地点，试图袭击这些“吃人肉的恶

魔”（I.181）。[20]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打算，但焦虑、危险

和关切终止了他为了未来生活舒适所做的努力：现在动手做事，关

心的是安全，而不是食物。他不敢敲钉、砍柴，甚至放枪、生火

（I.186）。而枪支和火药也从猎食的工具转变为战争的装备。鲁

滨逊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孤独的劳动，而是等候敌人，一开始是

埋伏野蛮人，后来是想抓一个俘虏，帮助自己逃离荒岛。最

终，鲁滨逊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礼拜五，并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两场

小型的“战争”，凭自己之手得到了离岛的船只。鲁滨逊在荒岛上

生活的后半段，几乎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事实上，如果考虑到

鲁滨逊前十五年的劳动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安全才是鲁滨逊荒岛“历险”的焦点。后来，当遭

遇哗变的落难船长参观鲁滨逊的世界时，他最为赞赏的，就是其中

的安全措施，而不是劳动和发明（I.248）。对于一个刚刚因叛乱

失去自己船只的人来说，他当然知道，在大海这个危险的世界中最

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在鲁滨逊离开荒岛后，留下的人分裂成了两帮，安全与劳动的

张力表现得更加突出。两个正派的英格兰人和西班牙良民以劳动为

生，用劳动的生活来改善自身处境（II.35,49），而另外三个英格

兰恶棍（“禽兽”）不仅懒惰成性，不愿干活，无法自给自足，而

且性好争斗，不断侵扰其他人，根本无法和平地生活，对整个社会

构成了威胁（II.37,39,47-50）。虽然对外战争的残酷情景，使这

三个不安分的英格兰人暂时老实了起来，参加到大家的工作中

（II.44）；但随后他们又不顾劝阻，跑到野蛮人的大陆去掳掠，

带回一大批奴隶来，更增加了这座岛屿复杂的政治局面。虽然这三

个“恶棍”成家后，“文明了不少，也缺少以前的机会，已不是那

样喜好争斗”，却仍然改不了他们的懒惰，他们的家园与另外两个

正派人的勤勉和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II.57）。

如果说之前鲁滨逊以及岛上白人与周围的野蛮人的冲突只是零

星的摩擦的话，《鲁滨逊历险记》第二部中岛上居民与二百五十多

个全副武装的野蛮人之间的较量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战争了。

鲁滨逊将这一公开的战争状态与自己孤独劳动的和平状态明确做了

对比：

自从我发现了不多几粒大麦和稻谷，开始种粮食，驯服牲畜

后，我任何时候的处境都要比他们现在的好；因为现在他们可以说

是有一百条狼在这岛上，这些狼见啥吃啥，但是要打倒他们却并不

容易。

为了终止这一战争状态，保存自身，岛上的居民“只好”努力

消灭所有“来犯者”，毁掉他们的船，不让任何野蛮人回去

（II.71）。在最初的遭遇战胜利后，岛上的居民开始围猎幸存的

敌人，每天杀死杀伤几个，不少人最终饿死。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

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最后残存的三十七个野蛮人，士气低弱，接



受了白人提出的条件，老老实实地住在岛屿的一角，信守承诺，从

不越界侵犯或伤害别人，完全服从白人的统治。

因此，这场白人殖民者与野蛮人敌人的战争，最终达成了一个

政治的安排：“以后，这片殖民地就与野蛮人太平无事。”而且，

这是具有文明意义的政治安排，尽管岛上的白人禁止野蛮人到他们

居住的家园，但却使这些印第安野蛮人“开化了”（civilized）

—“教他们种地、做面包、驯养羊群和挤羊奶；他们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老婆，要不然，他们不久就会形成部落了”（II.72-3）。

这样，战争不仅在岛上确立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政治安排，而

且面对共同敌人，使原来的“正派人”和“恶棍”学会了彼此友好

相处，建立了利益的共同体和牢固的友谊，而这几个不安分的人向

来到岛上的鲁滨逊保证，“他们彼此之间永远不会有利益上的分

歧”（II.79-80）。只不过，即使兴高采烈地描述他们和解的鲁滨

逊也明显察觉到他们之间仍然有着不和的种子，而不愿意把原本给

他们建造的多帆单桅船以及铜炮留给他们，以防这座荒岛从“冷静

而虔诚的基督徒的庄园”沦为强盗窝（II.119）。

4财产与国家鲁滨逊在描述自己的孤岛生活时，他的口吻更像一

位君主，而不是个经济人或是企业家（I.158）。当他第一次踏勘

这座荒岛时，居然“暗暗喜悦”，因为他想到，“这全都是我的，

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国王和主人，对它拥有占有的权利，而如果

可以传承的话，我可以把它像英格兰的任何领地的领主一样，作为

遗产传给子孙”（I.131）。当鲁滨逊在自己的孤独生活中学会摆

脱世界时，他发现在没有世界的孤独中，他已经摆脱了“肉的欲

求，眼的欲求和今生的骄傲”，而他的理由恰恰是他已经成了“整

个领地的主人，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称自己是我占有的整个地方的

国王或者皇帝，没有竞争者，我没有一个对手。我拥有的主权或命

令（Sovereignty orCommand），没有谁对此持有异议”。鲁滨逊



一提起他的“绝望之岛”，就强调这座孤岛荒无人烟、无人曾经踏

足，而他的种种举动，大概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这里的头一遭。在

这座荒岛上拥有的无可争议的主权，在鲁滨逊看来，无疑来自一种

先占先得的自然权利，来自他对整个岛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I.152）。但这个基于先到先得的占有权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其

实只有鲁滨逊一个人。[22]在岛上住了十几年后，鲁滨逊以半带嘲

弄的口吻描述了和自己的“小家庭”一起用餐的场景：“我坐在桌

前，俨然是这个岛的君主陛下和主宰；我属下臣民的生死存亡，完

全由我说了算。我可以把它们吊死，开膛剖肚，可以给它们自由，

也可以剥夺它们的自由，而且我的所有臣民没有一个谋反的。

”（I.166）在这个由鹦鹉、老狗、归顺的野猫以及驯化的山羊组

成的家庭中，鲁滨逊是掌握所有成员生杀大权的绝对君主。

然而，沙滩上的脚印表明，这座岛屿虽然荒凉，却绝非无人踏

足。即使在这座荒岛上，鲁滨逊的孤独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他无须

面对他人。鲁滨逊必须决定这些人是敌是友，他应该如何对待他

们。鲁滨逊的行动不再仅仅是劳动和自我防卫。“国家”第一次对

于鲁滨逊来说具有了实质的意涵。

第一个真正加入鲁滨逊国家的是礼拜五。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

系，并非偶然的意外，而是鲁滨逊长达一年半的梦想的实现。在发

现野蛮人踏足他的领地后，鲁滨逊就设想，只有当他俘虏一个野蛮

人，他才可能逃离这座孤岛（I.203-4）：“现在是个时机收个仆

人，说不定这人还能给我做个伴儿，或当个帮手。”（I.207）那

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礼拜五究竟是“仆人”、“帮手”，还

是“伴儿”呢？

鲁滨逊救了礼拜五的命，礼拜五实际上是鲁滨逊的“战俘”，

并因此发誓终身做他的奴隶（I.207）。[23]礼拜五不止一次用各

种“古怪可笑”的姿势明确表示他对鲁滨逊的臣服（signs of



subjection,servitude,andsubmission）。鲁滨逊也毫不客气以主

人的身份直接给这个刚刚臣服的“野人”起名为礼拜五，而从来没

问过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鲁滨逊教给礼拜五的第一个英文词就

是“主人”（Master），然后是回答命令用的“是”和“否”。如

果礼拜五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可以杀了他。鲁滨逊在他住的“堡

垒”之外为礼拜五安排的住处，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鲁滨逊生活中

的地位（I.209-11）。

鲁滨逊称，世上没有一个仆人像礼拜五这样对主人忠实、爱戴

和诚挚，性情温和开朗，不耍花招，对他唯命是从，全心全意。礼

拜五对他的

感情，犹如儿子对父亲一样—当然不是像鲁滨逊对自己父亲那

样，而更像礼拜五对自己父亲那样（I.211,II.28，比较I.232-

4）。[24]礼拜五纯真忠诚，毫无机心的温和形象，虽然与他最初

暴烈的吃人形象（I.210）似乎多少有些不太一致，但却符合一个

理想仆人的形象。鲁滨逊教会了礼拜五许多事情，是为了让他有

用、顺手、帮忙（useful,handy,and helpful），能够包揽他自己

之前做的所有活（I.212-4），最终，这个“可怜的野人”，是鲁

滨逊逃离荒岛的“手段”（I.217）。

但礼拜五是否是鲁滨逊真正的“同伴”呢？在有人向鲁滨逊索

要礼拜五的时候，这一次他没有像遗弃苏里那样绝情，而是十分不

舍，因为“他一向是我旅行中的伙伴；他不仅忠诚，而且对我怀有

十分真挚的感情”（II.92）。鲁滨逊称礼拜五为“知恩图报的朋

友”，对他的感情牢不可破。

甚至称和礼拜五在一起的谈话使得他在荒岛上度过的最后三

年，达到了人所能享有的“完满的幸福”，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I.215,223-4,220,226）。



但两个人很难说得上是真正平等的伙伴或朋友。在两个人的交

往中，鲁滨逊始终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将说话、干活、穿衣、吃

盐乃至信上帝方方面面的“文明”习俗教导给礼拜五。两个人的关

系在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上表现得最突出。鲁滨逊虽然教会了礼拜

五说话，和他的交流却一直主要是各种活计：“礼拜五说话说得很

溜，我要是需要什么东西，要他去拿，或是派他去什么地方，那些

物件和地方的名称，他几乎全都听得懂。”后来虽然鲁滨逊和礼拜

五的交流从劳动扩展到各自的习俗和宗教（“我……执行了上天的

旨意，拯救了一个可怜生番的性命，还正在尽己所能地拯救他的灵

魂。”I.220），但直至礼拜五死的时候，他的英语仍然说得和开

始一

样“破绽百出”（I.212,215,221）。[25]

鲁滨逊与礼拜五的情感与他对其他欧洲人的感情似乎有很大的

不同。对在荒岛上遇上的欧洲人，鲁滨逊虽然一开始也非常警惕，

但往往很快就信任他们，和他们进行相当深入的交流（I.236-

7,248）。然而，鲁滨逊却始终无法避免对礼拜五的猜忌：最初安

排住处时，担心他会袭击自己，设计了不少防范措施（“一方面我

不想亏待他，另一方面也要让我自己完全放心”）；后来虽然发现

礼拜五的正派是单纯、不矫饰的，喜好他胜过一切，却仍想方设法

试探他是否依旧眷恋故土，有可能重新成为自己的敌人。直到鲁滨

逊将礼拜五从一个野蛮人转变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之后，他才教他

如何开枪射击（I.211,215,221-4）。[26]事实上，最能反映两个

人地位关系的是，当遇上危险时，鲁滨逊问礼拜五是否愿意和他一

起战斗、相互保护时，礼拜五的回答是，“主人，你叫我死，我

死”（I.227）。考虑到笛福将自我保存视为支配人行为的最基本

的自然法，这一表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7]不过，无论鲁

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如何，两个人在一起，更像是一对主仆组成的



家庭，与鲁滨逊先前和他的宠物们组成的“共同体”，在性质上没

有根本的不同。当鲁滨逊和礼拜五解救了两个西班牙人和礼拜五的

父亲后，岛上人口增加了，但政治结构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鲁滨逊仍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掌管生杀大权的国王，提到新加入的人

时直截了当地称

为他的“臣民”，理由就是这座事实证明并非无人踏足的荒岛

属于他的财产：“首先，整个国土都只是我的财产，所以我对其拥

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Dominion）；其次，我的人民完全臣服于

我，我是他们绝对的主人（Lord）

和立法者；他们的生命都是我救的，万一有必要，他们都会毫

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只不过这是个实行了宗教多元和良心自

由的绝对主义国家罢了（I.235）。

只是当鲁滨逊试图借助其他十几个西班牙人的力量一起逃离荒

岛的时候，荒岛上的政治关系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鲁滨逊的荒

岛，从他对自己宠物家庭和征服奴隶的绝对统治，终于转变为基于

契约和同意的政治关系。[28]鲁滨逊虽然希望得到这些天主教徒的

帮助逃离荒岛，但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西班牙人的担忧：“我

最怕的就是一旦把自己的性命交托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不定会恩将

仇报，因为感恩并不是人性固有的美德，而且人们的行为，并不总

是按照他们受到的恩惠，更多时候倒是同他们指望得到的利益一

致。”为了避免自己的好意被这些他邀请来的客人利用，把他交给

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鲁滨逊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要他们庄严

地起誓，保证绝对服从我的领导，把我当作他们的长官或船长，还

要他们凭圣礼和福音书发誓，对我忠实”。这个西班牙人不仅担保

要其他人会为此写好“契约”，而且他自己就率先发誓，服从鲁滨

逊的命令，如果他的同胞背信弃义，他站在鲁滨逊这一边，直到流



尽最后一滴血（I.237-8,240）。

不久之后，当鲁滨逊遇上一艘哗变的英国船，意外地停在他的

岛屿旁，他

无论作为孤独者的劳动，还是契约关系的政治，鲁滨逊的世界

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寄生在传统上的文明。

在答应帮助船长夺回他的船时提出了类似的条件：除了船长要

把鲁滨逊免费带回英国外，他们还要保证，在岛上的时候，不能觊

觎鲁滨逊的权威，要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损害鲁滨逊和他的东西。

而这位落难的船长则想方设法做出各种保证，让鲁滨逊信任他

（I.246-7）。

在夺回哗变船只的战斗中，鲁滨逊新的政治身份变得更加明确

了。作为岛上的长官，鲁滨逊现在成了“总督”（Governour）。

无论在和他的英国同胞，还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打交道，鲁滨逊实

际上都放弃了他在自己的孤岛小国中自封的国王身份，而是把这座

远在加勒比海的荒岛看作是欧洲政治制度的延伸。他凭借遥远母国

的政治权威来威慑敌人，援引英国的法律来评判同胞的行为是否合

法，应该如何处罚（I.249,255-6,259,262）。

但在荒岛上，并没有真正的惩罚权力和政治机构来执行遥远的

英国法律，熟悉内情的同胞也知道鲁滨逊并非英国真正委任的官

员，他甚至连统治这座岛屿的特许状都没有。事实上，鲁滨逊和这

些同样来自欧洲的陌生人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盟和合作，都是借助誓

言等宗教保证的契约关系（cf.II.48）。[29]那么，鲁滨逊究竟有

什么理由要求所有到岛上的人，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都

服从他的命令呢？这就是鲁滨逊对荒岛的所有权：这个岛是鲁滨逊

的，所有其他人要么是鲁滨逊征服或解救的战俘，要么是他邀请的



客人，他们只要在岛上，就要完全服从鲁滨逊的命令。所有来到岛

上的欧洲同胞，哪怕是其中那些无法无天的恶棍，都承认鲁滨逊对

岛屿的占有权。无论是作为他的宠物和礼拜五的绝对君

主，还是要求天主教徒和英国船员完全服从的长官或总督，鲁

滨逊的权力在根本上仍然来自他对于荒岛的财产所有权。在鲁滨逊

的世界中，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处于孤独者的占有、征服和劳

动之后，并不是偶然的。鲁滨逊权力的“财产”性质，甚至在他离

开之后，仍然决定着岛上的状况。[30]鲁滨逊在离开荒岛时，将岛

屿留给了五个因参与哗变而不敢返回英国的船员，并要求他们和他

邀请的十六个西班牙人，共同分享这座岛屿（I.263）。但鲁滨逊

离开时，实际上希望将岛及岛上的物品先交给这些西班牙人，由他

们来统治五个无法无天的英国人，可惜这些西班牙人到得晚些

（II.29）。正是这一所有权“信托”过程的含糊，为日后岛上的

政治纷争提供了借口。三个英国恶棍，在欺压和骚扰其他人时，理

由就是鲁滨逊这位总督将岛的所有权交给了他们，所有其他人没有

任何权利生活在岛上。

以这种所有权的转让为根据，他们甚至要求这帮西班牙人做他

们的仆人（II.33-5）。鲁滨逊离开荒岛后岛上居民的纷争，当然

并不仅仅是所有权造成的，但财产及劳动成果的分配无疑起了重要

的作用。所以，当鲁滨逊重回岛上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秩序时

（“我为这些人做的几件大事”），除了提供生计方面的工具、给

养甚至手艺人，确立宗教秩序和家庭秩序，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

保留自己的所有权的同时，将岛上的土地分配给了大家

（I.284,II.92）。

虽然后来回顾自己的荒岛时，鲁滨逊仍称之为是自己的王国，

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君主或伟大的征服者，但无论鲁滨逊还是他的听

众，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II.9-11,30,39）。但鲁滨



逊对这座殖民地的

统治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世上大多数君主同僚的统治更幸福

（with moreFelicity）呢？鲁滨逊的解释是：

我非常乐意做这些人的主公（Patron），将他们安顿在岛上，

像一位年老的家长制君主（an old Patriarchal Monarch）,以一

种高贵的君王方式为他们做一切；又像是这个大家庭和种植园的家

长，为他们供应一切；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政府或国家

（Government orNation）的名义在那儿垦拓，从来没有承认这里

属于任何君主，也没有让我的人民臣属任何国家；不仅如此，我甚

至从来没有为那个地方命名，而是让它像我初到时一样，不属于任

何人，而那里的人也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管束，只听我的，而我尽

管对他们有着父亲和恩人般的影响，却没有任意行事和指手画脚的

权威或权力，除非是他们出于自愿，同意服从我的命令。

（II.125-6）

鲁滨逊的政治反思，揭示了他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最终的

性质。虽然就这一政治秩序的起源来看，鲁滨逊可以称作岛上所有

人的“父亲和恩人”（Father and Benefactor），可以像一个家

长制的君主一样，要求他们完全的服从，而鲁滨逊的这一权威又因

为他几乎一手“救活”甚至“养活”了岛上所有的人，而显得更加

无可置疑。然而，鲁滨逊却非常小心地使用这种基于自我保存和感

恩的父爱权威，他始终在人民的自愿同意（voluntary Consent）

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和管束”，而从不恣意妄为。[31]这样一个基

于所有权，借助自然法，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乌托邦，最终并不属

于任何政府和国家，而却似乎胜过任何现实中的政治秩序。如

果“人的才智不可能发明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方式”[32]，即使在

荒岛的海滩上，他们



也势必要建立政治关系，那么鲁滨逊的“政府”无疑是最接近

的例子。[33]只不过这个理想的政治统治，即使在鲁滨逊的火枪和

上帝的誓言的保卫下，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纷争，甚至其暂时的和

平，也要靠面对野蛮人的战争和威胁，有限地维持下去。鲁滨逊与

三个英格兰恶棍的差别，不在于他摆脱了绝对权力的野心，而在于

他借助所有权和感恩的自然法，明智地实现了这一统治。[34]5家

与大海：现代的历险者在《鲁滨逊历险记》的开头，鲁滨逊的父

亲，一位明智庄重的人，凭借他漫长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不安分的

儿子：社会的“中间状态”（themiddle state），或者说，“下

层生活的上层”（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是世界上

最好的状态，既免遭下层人的艰辛困苦，又不为上等人的骄奢、野

心和妒忌所累，最能使人获得幸福。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在

鲁滨逊明智庄重的父亲看来，就在于避免危险与灾祸，而社会的两

极，往往受

制于命运的无常，身心难得安宁。[35]鲁滨逊只要安心待在家

里，就能置一份不错的产业，过上安闲愉快的生活。只有那些穷得

铤而走险，或者资产雄厚野心勃勃的人，才会脱离常轨，投身海外

的冒险事业（I.57-8）。

然而鲁滨逊“生来就是自己的毁灭者”。父亲清醒明智的想法

并不能压制儿子骚动不安的性情。鲁滨逊一心只想“出海”。这种

对漫游（wandering）的顽固渴望，一种“不理性、不顺从”的性

情气质，似乎是鲁滨逊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I.57,66-7,84）。出

海遭遇的种种危险、灾祸和不幸，虽然会不断让鲁滨逊感到懊悔，

唤起他的冷静的理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叹服父亲先知般

的远见，但他仍然在这种不安分的性情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他

的“不幸”。

这种性情—一种“闯荡的天性”（II.5），初看上去，似乎是



一种“顽固的发财妄想”，或者说“一种不节制的鲁莽欲望，渴望

情理之外的

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须知生人之心，有所寄

则浸忘其忧。鲁滨孙日寓心于锹锄斧斤之间，夜复寓心于宗教，节

节磨治，久且便帖，故发言多平恕。此讵有学问匡迪，使之平恕

耶？严寂之中，无可自慰，遂择其不如我者，以自尊其我。天下人

人无不有好高之心，抑人以自高，则高者慰矣。自外闻之，似喜其

能降抑以为平恕，实则非平恕也，无聊反本之言也。二十七年后，

鲁滨孙归英，散财发粟，赒赡亲故，未尝靳惜，部署家政，动合天

理，较其父当日命彼为中庸者，若大进焉。盖其父之言，望子之保

有其产，犹吾国宦途之秘诀，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也。鲁滨

孙功既成矣，又所阅所历，极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

处于不堪之遇中，故每事称情而施，则真得其中与庸矣……”

发迹”，只想以“超出事情本性所容许的速度更快地蹿

升”（I.67,85）。毕竟鲁滨逊只是家中的老三，又没有受过任何

职业的训练，现在再去投身法律或商业，为时已晚

（I.57,59）。[36]他前往几内亚的第一次海外历险也让他赚了不

少钱。然而推动这种发财妄想的却并不只是“经济人”的逐利欲望

或者理性计算的功利倾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分的性情。当

鲁滨逊在几千里之外的巴西发了家，他仍然不安心，再次受到诱惑

出海。鲁滨逊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在巴西拥有大量投资、前景良

好的种植园，并在远洋贸易上收入颇丰的人来说，这时出海无疑是

一个非常“乖戾”（preposterous）的选择（I.86,cf.II.7）。然

而种植园平静的富足生活，与鲁滨逊的性情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是

他喜欢的生活。在鲁滨逊六十一岁时，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各种生活

状态，过上了他父亲所谓最适于人的幸福生活，“一般去海外冒险

的那种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不必发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追



求：就算我再挣一万镑，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但这样的生活，

对于鲁滨逊来说，却仍是“没有生活的乐趣，没有快乐的时刻，没

有惬意的消遣”，他的全部心思依旧寄托在他经历了无数危险的海

洋和荒岛上。虽然妻子的深情让他暂时收敛了漫游和冒险的妄想，

但妻子一去世，就立即故态复萌（II.5-10）。这种天生的漫游精

神（wandering spirit），虽然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

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最终却超出这些利益的视野：“生意不是我的

本性，但闯荡却是。”这是一种漫游世界的不安分欲望，而不是攫

取世界的贪婪欲望（a restless Desire to see the worldthan a

Covetous Desire of getting it），其实质是一种人内在的不安

（II.144-5,II.125）。鲁滨逊准确地指出了他犯的这种“慢性

病”的真正病因：人对上帝或自然给予他的处境总是感到不满。这

不仅是鲁滨逊自己的“原罪”

（Original Sin），也是现代人的原罪（I.200）。[37]在西方

思想传统中，漫游者并非一个新形象，奥德修斯可以说是鲁滨逊精

神上的始祖。[38]只不过，在鲁滨逊的奥德赛中，渗透着一种奥古

斯丁式的不安。虽然“自然和神意”一并向他展现了追求生活幸福

前景最简单明快的方式，但鲁滨逊却清楚，他渴望冒险的不安分的

性情，根本就与这种生活道路寻求的清晰图景截然相对（I.84-

5）。在鲁滨逊的反省中，他经常提到，是自己有意造成了自己的

不幸（the wilful Agent of all my ownMiseries,I.84）。这并

非言不由衷的懊悔，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安分的倾向，在骨

子里是和一切安宁的幸福不相容的，是一种让自己不幸福的自然倾

向。渴望闯荡外在的世界，获取财富与权力，在鲁滨逊的这种激情

背后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和骚动。[39]鲁滨逊在世界中的历险，伴随

着他在精神中遗弃世界、深入孤独的历险。

不过，《鲁滨逊历险记》不是鲁滨逊的《忏悔录》，也不单单



是鲁滨逊的精神自传。鲁滨逊并没有为孤独抛弃他的世界。正是鲁

滨逊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的力量，推动鲁滨逊始终不畏艰苦地耐心去

做各种使自己生活舒

适的事情，将这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分”转变为一种现代世

界的动力机制。用鲁滨逊的话说，这或许不是获得幸福的能力和性

情，却是鲁滨逊在孤独的荒岛上建立舒适生活的内在激情。“我的

一生向来是积极行动的一生，我最厌恶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状态……

懒惰的状态是生活的糟粕”（II.10）。对于鲁滨逊这个现代漫游

者来说，最大的不道德是无所事事。

因此，鲁滨逊一方面喜爱闯荡，热爱冒险，渴望漫游世界，不

肯安于稳定的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

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危险谨慎地加以防范。到了荒岛一年多才

肯外出踏看全岛；驾独木舟环岛航行时遇上湾流，在凑巧搞清楚水

流的情况前，再也没敢出海。无论和自然打交道，还是面对自己的

同胞或野蛮人，只要一有机会，鲁滨逊总是先从自己的安全出发，

满怀戒心地设想各种可能的危险，渴望建立令他安心的秩序，对生

活进行尽可能有规律的安排。鲁滨逊的历险，往往始于“不安

定”的漫游和闯荡，而终于理性的设计和秩序。鲁滨逊令人惊奇地

将一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

起，并赋予这种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40]正是这样一种精

神化地结合理性与历险的生活方式，才使鲁滨逊的世界成为了我们

的世界。[41]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鲁滨逊在理性和冒险之间的

悖谬结合，揭示了整个现代精神气质在构成上的深刻矛盾。只有从

这一悖谬关系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精神气质，

能够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鲁滨逊的奇异历险可以

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42]初看上去，鲁滨逊的性情，似乎与

任何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都不相



容，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与家的紧张关系上。从第一次出海

遇险后，他就面临着回家还是出海之间的选择。最终，他没有征得

父母的同意就出海了，甚至“连个口信也没带给他们（他们能不能

听到我的消息，就看运气了）”。在鲁滨逊出海的三十多年的时间

（1651.9.1—1687.6.11）里，从来没有和他的父母联系

（I.83）。当他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自己的

父母都已去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遗产（I.67,60,264）。相比

来说，鲁滨逊对他妻子的感情要深挚得多，他称她是自己“工作中

的支柱，事业上的重心”。他妻子的审慎，“胜过母亲的眼泪，父

亲的教诲，友人的规劝，甚至也胜过了（鲁滨逊）自己理智的力量

所能做的一切”，引导鲁滨逊渴望闯荡的激情，成功地让他安定下

来，放弃那些异想天开的出海计划。然而当妻子去世后，尽管他的

三个孩子还小，但鲁滨逊却像刚从荒岛上回到英国一样，觉得在世

界上完全是个陌生人（II.9-11，比较I.264），立即决定再次出海

（1695.1.8—1705.1.10），只不过这回不是作为儿子离开了父

母，而是作为父亲抛下了自己的孩子。家并不是鲁滨逊漫游折返的

目标，对家的眷恋也从来没能压制他漫游的渴望。

尽管鲁滨逊面对大海，选择离开了自己的家，然而当他流落到

荒岛上，却千辛万苦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家”。在岛上第二年，鲁

滨逊出外踏看了全岛，在岛的另一边，他发现那里的环境比起他最

初选择的那个居住地点要好得多，但鲁滨逊却一点不想搬家，“因

为我既然已经住在那儿，对那里的一切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而现在

我人虽然在这儿，总觉得自己是出外游历，不是在家里（Home）。

”鲁滨逊这个喜欢浪迹天涯的人，居然在荒岛上“外出”了一个月

后，回到自己的“老窝”就觉得心满意足，“这次短短的漫游

（wandring Journey）因为居无定所，就让我很不快乐，同那情况

相比，这个被我称为住所（my own House）的地方就是我十足的定

居地了。”鲁滨逊的这个家，其实不过是他戒备森严的帐篷和洞



穴。但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把这个简陋的住所称为自己的“家”，

因为至少在这里他可以睡个安稳觉（I.139，131）。鲁滨逊在荒岛

上的家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安全舒适的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家庭，只

不过他在岛上组成的这个“新家庭”，是由猫、羊和鹦鹉组成的

（I.133,165）。鲁滨逊抛弃了生养自己的家庭出海漫游，却在荒

无人烟的孤岛上组建了一个由宠物与家畜构成的家庭。

因此，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绝不是没有“家”的位置。[43]鲁滨

逊甚至很乐意用家庭关系来描述荒岛上人与人的关系，称这是一个

他的大家庭（II.92），把自己称为他们的家长或者父亲。而且，

当他再次回到这座人丁兴盛的孤岛，为了给这座殖民地建立一个稳

定的秩序，他非常强调稳定牢固的婚姻家庭秩序在其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他不忘提醒我们，三个英国恶棍，在安了家以后，文明了不

少。（II.87,57）

不过，当我们把十几个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文明人”从来

不能真心信赖的野蛮人都称作家庭时，家人、邻人与陌生人的差别

几乎完全消失了。鲁滨逊在讲完自己的第一次历险时说，“我过惯

了漫游的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几个亲属，虽说有钱，却也没交

多少朋友”（I.283）。事实上，在鲁滨逊讲述的历险故事中，他

与生身父母和亲生孩子的关系，远远没有与那些陌生人的关系更重

要。当鲁滨逊从他的历险中归来，回想起他的漫游经历给他带来的

富裕生活时，他发现，这一切都取决于“正派（Honesty）的原

则”（III.67）。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就是这种陌生

人的德性：诚实正派（I.68,82）。葡萄牙的老船长，英国船长的

遗孀，巴西种植园的合伙人这些生意的伙伴，都是诚实正派的人。

他们在与鲁滨逊打交道时，从来没有试图欺诈，而是信守契约，忠

于承诺，虽然他们有机会侵吞鲁滨逊的财富和产业，但即使当他们

生活陷入困境时，也从来没有试图染指鲁滨逊的钱。正派是鲁滨逊



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赞赏，是他漫游世界的历险最终以幸福生活告终

的伦理前提（III.67-71）。

在鲁滨逊看来，“正派”这种德性指的是人心灵要诚实，在所

有事情

上，对所有人，无论是否有能力做到，都要采取公正、正派的

做事态度。

听起来，“正派”就像这个词在西塞罗笔下一样，可以指所有

的德性。鲁滨逊在提到慷慨的葡萄牙老船长和那位英国老太太时，

他们所做的也并不只是单纯的交易正义：“诚实正派，不仅促使我

们清偿我们应欠我们邻人的每一笔债务，每一项信托，而且一个诚

实正派的人，承认自己就是整个人类的债务人，只要神意给他这样

的机会，他应该对所有人，无论他们的灵魂，还是身体，尽可能做

好事。”欠人多少还多少，在鲁滨逊看来，只是正派的普通法，而

对所有人行善事，是正派的衡平法。后者，而不是前者，才是正派

的灵魂。在鲁滨逊看来，一个“贪婪、狭隘、吝啬，只关心自己的

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诚实正派的人（III.74ff.,68-71）。

鲁滨逊对人性能否凭借自身力量达到这样的高度颇为怀疑。他

相信，野心、骄傲和贪婪使富人成为恶棍，而贫困和必然性，使穷

人成为恶棍。

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靠人的自然力量，没有

人能仍旧是正派的。在其历险经历中遇上过这种情况的鲁滨逊问

道，假如有几个人乘船出海，给养断绝，他们难道最终能够避免人

吃人的结果吗（参见II.23-25：“饥饿不认识什么亲戚朋友，不知

道正义和权利，所以它是残酷无情的，容不得同情”）？一个自诩

正派的人，不过是还没有遭受最严峻的人生考验罢了。正派并非来



自人的自然力量，而不过是神意的结果。因此，鲁滨逊才说“所有

人生来都是恶棍、流氓、小偷和杀人犯，只不过是神意的拘束力量

才使我们所有人没有在所有时候都表现成这样”。

如果正派要求对全人类的义务和慈善，而人性为恶的倾向却如

此根深蒂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滨逊何以在骨子里如此孤独和恐

惧。而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孤独和恐惧，才使得正派的原则如此重

要。唯有正派，才能使人相互信任。因此，鲁滨逊认为，衡量正派

最一般的规则，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Quod tibi

fieri non vis,alteri ne feceris），霍布斯为所有自然法找到

的通约公式。过于严苛的伦理要求会使人成为德性的暴君，这是残

酷，不是正派。真正的诚实正派（true honest Honesty）并不需

要多少特殊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单纯，诚实，真诚”。即使一个

人做不到，他的良心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点上，正派是和狡诈

（Cunning）针锋相对的（III.67-101）。正是这一正派，才使陌

生人之间的社会成为可能。鲁滨逊在他的历险生活中遭遇的无论是

慷慨，还是感恩，都是这种正派的范例。鲁滨逊认为，不要把正派

仅限于商人之间，以为只有借钱还钱，才有诚实正派的问题，人在

家庭中，同样有“债”，必须偿付。最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家

庭是按照陌生人的德性原则来理解的，而不是相反。

任何漫游，都离不开家。[44]漫游与其说是离开家，不如说是

返回家。

漫游者在离开家之后，又要重新踏上返乡的路。不能返乡的漫

游，不是漫游，是没有目的地的流浪，是终身的放逐，最终是抹去

一切踪迹的毁灭。

然而，鲁滨逊的奇异旅程，并没有在经历了未知的危险，学会

了身心的孤独之后，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中。鲁滨逊的家，建



立在自己的漫游世界中。鲁滨逊在自己的历险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

孤独者的家，安全，但有些荒凉。

当鲁滨逊离家出海，流落到远离英格兰的巴西时，他曾慨叹，

他在这里，最终过的仍旧是父亲当年劝告他的中间状态的生活，但

却在五千里之外，没有亲戚朋友，置身于陌生人之中，就像是被遗

弃在一个人的荒岛上（I.82-3）。而当三十年后，鲁滨逊真的从一

个人的荒岛上回到了伦敦，他发现，伦敦比他的荒岛更加荒凉，他

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I.264，II.9）。

鲁滨逊的历险，最终并没有离开他父亲为他制定的中间状态，

只不过他是作为陌生人，通过危险与漫游，最后回到了这样的生活

中，并把他在漫游中学到的孤独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家。

鲁滨逊在荒岛上发现自己下降到了“纯粹的自然状态”（a

meer stateof nature,I.144）。不过，究竟荒岛是自然状态，还

是他回到的英格兰，即

将在光荣革命后奠立的现代政治和社会呢？鲁滨逊，这个在自

然状态中孤独的陌生人，当他反省自己一生的生活时，想起了一句

谚语，“每一个孤独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

鬼”（III.60）。这句古老的谚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对人性的观察，而鲁滨逊的生活改写了这句话的意涵。鲁滨逊坚

信，自己的故事，既是事实，也包含寓意（the

Story,thoughAllegorical,is also Historical,III.51,II.3）。

我们的研究就是想要知道，鲁滨逊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人的“历

史”成为了普遍人性的寓言。



[1] 笛福的作品均依据W.R.Owens和P.N.Furbank主编的笛
福作品集（London:Pickering&Chatto）。《鲁滨逊历险
记》三部曲为：I.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Crusoe(1719),ed.W.R.Owens,2008;II.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ed.W.
R. Owens, 2008; III.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ed. G. A. Starr, 2008。引用时注明卷号和页
码，中文译文主要依据 以下两个译本：《鲁滨逊漂流
记》，方原（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鲁滨孙历险记》，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1 年（这一译本包含了鲁滨逊三 部曲的第一部和
第二部）。虽然笛福自己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指出，第三部
与其说是前两部的 产物，不如反过来，把前两部的故事看
作是第三部“反思”的产物，因为“说寓言（Fable） 是
为了讲教训（Moral），而不是相反”（III.51），但这一
部以“鲁滨逊”的口吻进行的反思， 与前两部的关系相当
松散，我们并不打算系统地分析第三部“反思”的思想逻
辑，而主要 借助这些所谓“教训”来印证前两部的“寓
言”。鲁滨逊的故事世界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 在此时的鲁滨逊看来，孤独的绝望与极度惊恐一样，
使人处于“内心死亡”的处境（比较I.140和I.66）。

[3] 鲁滨逊从来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孤独的道德世界，
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成为这个孤独世界的成
员，这既不是鲁滨逊的虚伪（hypocrite,I.141），也不是
笛福的不一致或者缺乏技巧，这一小说事实恰恰表明了鲁
滨逊的世界本身面对人性力量所暴露的弱点。这一人性力
量在其世界中的挣扎，正是《鲁滨逊历险记》第一部比起
后面两部更能抓住人心的地方。cf.Christopher



Hill,“Robinson Crusoe”,History
Workshop,Vol.10,no.1(1980),p.8.

[4] 虽然卢梭并没有读过鲁滨逊的“反思”，但当他
说，“让-雅克在巴黎中比鲁滨逊在荒岛上更孤单”时，无
疑准确地理解了笛福作品的意图。卢梭对《鲁滨逊》的喜
爱，至少部分来自于他对现代生活根本的孤独处境的理
解：“让-雅克并不总躲着人，但他总是喜爱孤独。

[5] Rousseau，Émile,Vol.III（OC.IV.455-8）．卢梭在
《爱弥儿》中对“鲁滨逊”形象的著名解读，奠定了《鲁
滨逊》作为“启蒙主要教科书”的地位（Martin
Green,The Robinson CrusoeStory,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33）。卢
梭对鲁滨逊的解读，在爱弥儿的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但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卢梭的解读本身是否恰当，
而是通过与这一著名解读的印证来理解鲁滨逊的世界。

[6] 笛福有本小册子，讨论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汉诺威野
孩子彼得。在这本小册子中，笛福指出：“人，不是按照
野蛮人塑造的，他没有武器来捍卫自己，也没有牙齿或爪
牙来撕咬和吞食……一个人不适于做野兽，正如一个野兽
不适于做人一样。”在笛福眼中，“这个可怜的动物（指
野孩子彼得。—引者按）……虽然是野的，但也是被动、
脆弱、愚蠢的”，完全缺乏防卫以及应付敌人和困难的能
力。笛福甚至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凭己力幸存，并因此怀
疑报道有不够确实之处。但即使这个报道是真的，笛福认
为，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野孩子，作为“纯粹自然”的代
表，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身体”，或者虽然有灵魂，但
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笛福形象地指出，他是赤裸的，不
是指他已经穿上了衣服的身体，而是指他肤浅的灵魂，他
不过是理性造物的一个幻影或幽灵。他固然不能产生野



心、贪婪、嫉妒、恶意和报复，因此“比起他那些精通此
道的人形禽兽要无比幸福”，但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没
有这种“野心”和“恶意”，恰恰毫无好处。笛福与卢梭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他并不相信自然的善，而是相反，始
终坚持基督教原罪说强调的人的自然在根本上的败坏
（Original Depravity）。Mere Nature
Delineated(1726),in Writings on Travel,Discovery
andHistory by Daniel Defoe,Vol.V,ed.by Andrew
Wear,London:Pickering&Chatto,2002,pp.158-171，180；
有关野人彼得引发的广泛讨论，参见Maximillian
E.Novak,“The Wild Man Comesto Tea”,in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lian Novak ed.,The Wild Man
Within&An Image in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2,pp.183-221.

[7] 鲁滨逊自己对此非常清楚，他在和流落到邻近野人部
落的西班牙人谈及他们的处境时，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这一
有利处境（II.76）。

[8] 尽管如此，鲁滨逊“转念一想”，还是用帆布包好了
这堆钱，非常艰难地游上了岸（I.99-100）。而且事后，
鲁滨逊也清楚地记得钱的数目，鲁滨逊第二次在失事船上
发现钱时，他虽然觉得这些钱对自己根本一无用处，无异
于脚下的泥土，但还是把钱搬回了家，收藏起来，并为不
能染指失事船只的另外一半上面的钱而感到非常遗憾
（I.199）。这无疑是柯勒律治激赏的“笛福的反讽”的一
个绝佳例证。

[9] 桌子和椅子作为超出自然生活的开端，有一个遥远的
经典佐证。在《理想国》中，格劳孔之所以对苏格拉底与
阿德曼托斯建立的“健康的城邦”不满，一个重要的借口



是里面没有桌椅（另一个理由是没有肉），不够舒服。桌
椅是城邦“发烧”的开始（Plato,Resp.372d8-e3）。

[10] 墨水对于鲁滨逊故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得以通
过日记完成了与自己的对话，从而真正构成了孤独的生活
方式，还在于日后“墨水”书写的契约被视为鲁滨逊与他
人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I.240）。可以说，小小的墨水以
出乎意料的方式将鲁滨逊的孤独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而
鲁滨逊自己在荒岛上从来没有能力调制出墨水来，这无疑
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11] 这一点在鲁滨逊赞美野人的编条屋时特别明显：鲁滨
逊离开荒岛后，留在岛上的白人，俘虏了一些土著，这些
土著跟着白人学会了编柳条后，很快超过了他们的师傅，
后来借助鲁滨逊带来的各种工具，像编篮子一样编织自己
的住所。在鲁滨逊看来，土著人这种令人惊叹的“手
艺”，即使不谈现代工具的辅助，也不是自然的，而
是“开化了”（civilized）的（II.74）。

[12] Rousseau,Discours,I.6-14(OC.IV.136-142)，特别
是野蛮人面对恐惧的问题。克服恐惧，不受外物的影响，
始终是爱弥儿早期教育关注的焦点。

[13] Rousseau,Discours,I.13(OC.IV.140).

[14]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么就先来看
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
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
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
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
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
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



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
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
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
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
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
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
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
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随
即就将鲁滨逊“明朗的孤岛”与“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做
了对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
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
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
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
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资本论》〔《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年〕第一章“商品”，第四节，“商品拜物教及
其秘密”，第94页）。只不过，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马
克思在“鲁滨逊明朗的孤岛”上发现的“人类劳动的不同
方式”，不过是将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
过对物的孤独制作体现在一个人的劳动上。在这个意义
上，时间不仅用来计量劳动的抽象价值，更是建立人的抽
象社会关系的尺度。严格按照时间来理性地安排个体的生
活，正是孤独者构成社会的前提。

[15] 当然，对于笛福的同时代人来说，背弃父亲的浪荡
子，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宗教寓意的形象。
Cf.G.A.Starr,Defoe and Spiri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Gordian Press,1971,pp.79ff..

[16] 饶有意味的是，马克思将鲁滨逊的“祈祷”看作“消
遣”（Vergnügen）或休息（Erholung），多少有一个来自
文本的支持，根据鲁滨逊的时间安排，祈祷恰恰属于“消



遣的时间”（比较I.110和I.141-2对时间安排的不同描
述，cf.I.189）。

[17] Charles Gildon,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Mr. D. Defoe of London,
London, 1719,pp.25-6.

[18] 瓦特在“鲁滨逊”对劳动的尊重上发现了韦伯式
的“新教伦理”的痕迹，“经济个人主义”的背后是清教
个人主义的影响。《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三联书
店，1992年，第76页以下。最支持瓦特的“新教伦理”命
题的事实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与流落在附近海域的
西班牙人的处境的对比，虽然后者人数更多，条件更好
些，但却不够努力和用心，完全被凄惨的命运压倒了，陷
入到绝望的忧伤中（II.75-6）。然而在对比了班扬和笛福
之后，瓦特也不得不承认，支持鲁滨逊的“清教遗产明显
地太微薄了，以至无法为主人公的经历提供一种持久性
的、主导性的方式。例如，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克鲁索的宗
教思想对他的行为的实际影响，那么我们会很奇怪地发
现，这种影响几乎并不存在”（《小说的兴起》，第83
页）。

[19] Cf.John Ricetti,“The Self as Master”,in
Michael Shinagel ed.Daniel Defoe:Robinson
Crusoe(ANorton Critical Edition),New
York:W.W.Norton,1994,pp.362-3.

[20] Rousseau,Émile,Vol.III（OC.IV.456）。卢梭只希
望爱弥儿读《鲁滨逊历险记》的荒岛部分（“这本小说，
除去它杂七杂八的论述以外，从鲁滨逊在一个荒岛附近遇
难开始，到来了一只船把他带离这座荒岛为止”）。卢梭
对《鲁滨逊历险记》一书重心的这一强调，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后来对这部书的“去政治化”理解（比较鲁滨逊对自
己形象的描述，I.167，在发现食人的野蛮人后，鲁滨逊的
装束变得更加“吓人”，I.180）。cf.Denise
Schaeffer,“The Utilityof Ink:Rousseau and Robinson
Crusoe”,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4,no.1
(2002),pp.130-1.

人袭击”，他又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加固了篱笆，使其成为被

草泥遮蔽的围墙，这片篱笆围墙后来长成了一片丛林：“即使有人

在那儿上了岸，也决计看不出来这是个住人的地方。”（I.113-

4,cf.I.116）

[21] 对比他在劳动中绞尽脑汁的过程：“哪怕是政治家在
制订政策的关键，法官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时，情况也不
过如此。”（I.118）

[22] 只有一个人的王国，究竟是统治，还是囚禁，其实并
没有多大的分别（I.158）。对此，卢梭理解得很清
楚：“无论如何，无法否认亚当曾是世界的主权者，正如
鲁滨逊，只要是他的荒岛的唯一居民，便是荒岛的主权者
一样。”（Contrat social,I.ii;OC.III.354）但正如我
们马上看到的，鲁滨逊的绝对君主形象，并没有像卢梭理
解的那样，仅仅适用于他孤身一人的情形。

[23] 鲁滨逊一开始想找的其实是个奴隶，这是他所谓“仆
人”（servant）的涵义。当然，正如编者指出的，Master
在这里有比较宽泛的涵义，指任何掌握权威的人，比如家
长，仆人或学徒的雇主，并不必然指主人与奴隶的关系
（I.315note）。但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和礼拜五在理解
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是雇佣式的主仆关系，Master在
《鲁滨逊历险记》中的用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将
作为战俘的鲁滨逊当作奴隶的摩尔海盗，鲁滨逊也称之



为“我的主人”（Patron or Master,I.70;Patron的用法
参见II.125n.194）。而鲁滨逊与礼拜五的关系，与他之前
和苏里（Xury）的关系一样：后者发誓对他忠诚，称鲁滨
逊为“Master”，就像对他之前的摩尔主人一样。鲁滨逊
以六十比索的价格把他和船、兽皮一起，卖给了搭救他们
的葡萄牙船长（I.73,80-81）。他后来在巴西的种植园
中，还懊悔这桩买卖，因为庄园里缺少“帮手”，而这正
是鲁滨逊再次出海，贩卖黑奴，为种植园增添劳动力的缘
由（I.82,I.85）。鲁滨逊独自在岛上，缺少帮手，无法逃
离荒岛时，曾再次怀念起苏里（I.149）。把战俘作为奴隶
（servants/slaves），也是鲁滨逊走后岛上白人对待野人
的做法，只不过不像鲁滨逊那样，没有救命之恩，也没有
教会这些奴仆理性的生活原则和宗教观念，从而不能将他
们文明化，也无法与他们建立礼拜五对鲁滨逊那种“骨肉
相依”的感情，只不过给他们食物，让他们干些苦活累活
罢了（II.44）。

[24] 这一父亲的形象无疑具有政治的意涵，严格来说，这
是将征服获得的权力转变为一种“父权”。参见笛福在其
政治著作中对家长制的父权作为君主权力的最初“模
式”及其限度的讨论：Jure Divino,ed.by
P.N.Furbank,in Satire,Fantasy and Wir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byDaniel
Defoe,Vol.II,London:Pickering&Chatto,2002,Book
II,1-55,V.1-18;esp.II.129ff.论征服与父权。笛福明确
指出，家庭里的父权虽然是政府的起源，但一旦人口增
加，人们就会发现它存在许多缺陷，完全不适于大的共同
体了（II.389n.）。

[25] Gildon早就注意到了礼拜五在语言表达上进步甚微，
只不过是充当鲁滨逊和野蛮人交流的“代言人”。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Mr.D.Defoe of London,p.ix.值得注意的是，鲁滨逊虽然
和礼拜五一起生活了三年，但对他们的方言到最后也一无
所知，而他做摩尔人奴隶的两年时间，却学会了当地的方
言。

[26] Carol Kay,Political
Construction:Defoe,Richardson,and Sterne in
relation to Hobbes,Hume,andBurk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p.81-2.

[27] “The Laws of God,as I can understand,/Do
never Laws of Nature countermand;/Nature
Commands,and‘tis Prescrib’d to Sense,/For all Men
to adhere to Self-defence:/Self-Preservation is the
onlyLaw,/That does involuntary Duty Draw;/It Serves
for Reason and Authority,/And they’ll
defendthemselves,that knows not why”(Jure
Divino,III.239-246).笛福甚至明确指出，任何自然纽带
或者血缘纽带，乃至父权的名目，都不能取消自我保存的
权利（Jure Divino,II.31-35）。

[28]Maximillian E. Novak, “Crusoe the King and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His Island”, Studies
in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 2, No. 3,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Summer,
1962),pp. 337-350. 尽管与Novak 对于其他白人出现在荒
岛后的具体政治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我完全同意他的洞
见，《鲁滨逊历险记》勾画了从自然状态开始的政治“演
进”过程。但在这一政治演进中，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
荒岛上的政治关系始于鲁滨逊对荒岛孤独的劳动和征服；
鲁滨逊的劳动和他的政治活动，都潜在地依赖他的母国在
历史上形成的文明遗产。无论作为孤独者的劳动，还是契



约关系的政治，鲁滨逊的世界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的，而是寄生在传统上的文明。

[29] 鲁滨逊对“誓言”与契约的反复强调，一个重要原因
恰恰在于，在这个荒岛上，除了“神法”和“自然法”之
外，鲁滨逊没有办法保证另一方真正遵守他订立的这些条
件。一旦他将武器交到了对方手中，对方是否对他感恩，
实际上取决于对方自己的意愿。这只不过再次表明，祈祷
并不是鲁滨逊世界中的消遣而已。誓言和契约的频繁出
现，也说明在一个陌生人构成的世界中，信任成为一个突
出的问题。早在鲁滨逊从摩尔海盗那里逃跑时，当他试图
和同行的摩尔孩子苏里建立稳定关系时，就面临了这一困
难：“苏里，如果你忠心跟随我，我就会让你成为一个了
不起的人；但如果你不捋着你的胡子起誓，也就是，你不
愿凭穆罕默德或者他爸爸的胡子起誓，保证不背叛我，那
么我就一定把你丢进海里。”（I.73）在加勒比海的荒岛
上，鲁滨逊对礼拜五的宗教教育不仅是为了对他加以“开
化”，也是在荒岛上建立更稳定的政治关系的一部分。

[30] 笛福不仅强调政府的权利来自财产的“同意”，而且
认为财产所有权本身就包含了“命令”的意涵（“But
from Possession take away Command;/’Twou’d turn
his Providence to Ridicule,/Togive the Property
without the Rule:If the Command’s
withheld,Possession die”;“If any single
Manpossess this Land,/And had the Right,he must
have the Command;/If once he was but Landlordof the
Isle,He must be King,because he own’d the
Soil.”），财产权拥有最正当的命令权
（JureDivino,II.401-404,V.46-73)。

[31] 政府基于人民的自由同意，被笛福称为“政府的第一



大法”（Jure Divino,488-9）。

[32] Defoe,Jure Divino,II.211-2.

[33] “假如有二十个人，生下来两眼一抹黑，对人或事情
一无所知，落在一座荒岛的海滩上，在那里，他们没有任
何人可以仿效，除了活下去，没有别的可做；而他们根据
自然之光，在食物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之间设
立政府。”转引自Maximillian E.Novak,Defoeand the
Nature of M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5。

[34] 这正是笛福在《神法》开篇明确申明的政治理论原
则：“Nature has left this Tincture in
theBlood/That all Men would be Tyrants if they
cou’d/If they forbear their Neighbours to
devour/’Tis not for want of Will,but Want of
Power/The General Plague Infects the very
Race/Pride inhis Heart,and Tyrant in his Face/The
Characters are legible and plain/And perfectly
describe theMonster,Man/Nor can be otherwise be
understood/We’d all be Emperors,‘tis in our
Blood”(JureDivino,Introduction,1-10)。不过，在《鲁
滨逊历险记》中，鲁滨逊在描述他离开之后的荒岛政治处
境时，善恶的对立似乎掩盖了他在《神法》中更加阴暗的
政治描述，“社会的唯一安全，/就在于我们的邻人像我一
样骄傲，/具有同样的意志和愿望，同样的图谋，/而他的
嫉恨毁了我的，我的毁了他的”(Jure
Divino,Introduction,15-18)。但在与鲁滨逊重逢时，岛
上的西班牙人“总督”向鲁滨逊承认，“受必然性所迫，
为了自我保存”，他们不得不解除了三个英国恶棍的武
装，让他们“成了我们的臣民，因为这些人即使平平常常



地做了我们的主人（moderately being our Masters）也
不知足，非得要了我们的命才肯罢休”（II.29）。

[35] 此书著名的中译者林纾的序言，试图采用中国传统
的“中庸”概念来解释鲁滨逊生活方式的伦理精神，恰恰
揭示了这一精神与整个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张力：“吾国
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
不易。不偏云者，凡过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犹
巧避，皆易也。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中也，
亦庸也。若夫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
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
耳。英国鲁滨孙者，惟不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单舸
猝出，侮狎风涛，濒绝地而处，独行独坐，兼羲、轩、
巢、燧诸氏之所为而为之，独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盖亘
古所不经见者也。然其父之诏之也，则固愿其为中人之
中，庸人之庸。而鲁滨孙乃大悖其旨，而成此奇诡之事
业，因之天下探险之夫，几以性命与鲨鳄狎，则皆鲁滨孙
有以启之耳。然吾观鲁滨孙氏之宗旨，初亦无他，特好为
浪游。迨从死中得生，岛居萧寥，与人境隔，乃稍稍入宗
教思想，忽大悟天意有属，因之历历作学人语。然鲁滨孙
氏初非有学，亦阅历所得，稍近于学者也。余读之，益悟
制寂与御穷之道矣。制寂以心，御穷以力，人初以身犯
寂，必焦蹶恼恐，凄然无所投附，非寂之能生此状也，后
望无冀，前望无助，长日悸动，患与死濒，若囚之初待决
然者。顾死囚知决日之必至，则转坦易，而泽其容；正以
无冀无助，内宁其心，安死而心转得此须斯之宅，气机发
充，故容泽耳。鲁滨孙之困于死岸，初亦劳扰不可终日，
既知助穷援绝，极其劳扰，亦无成功，乃敛其畏死之心，
附丽于宗教。心既宅矣，遂大出其力，以自治其生。须知
生人之心，有所寄则浸忘其忧。鲁滨孙日寓心于锹锄斧斤
之间，夜复寓心于宗教，节节磨治，久且便帖，故发言多
平恕。此讵有学问匡迪，使之平恕耶？严寂之中，无可自



慰，遂择其不如我者，以自尊其我。天下人人无不有好高
之心，抑人以自高，则高者慰矣。自外闻之，似喜其能降
抑以为平恕，实则非平恕也，无聊反本之言也。二十七年
后，鲁滨孙归英，散财发粟，赒赡亲故，未尝靳惜，部署
家政，动合天理，较其父当日命彼为中庸者，若大进焉。
盖其父之言，望子之保有其产，犹吾国宦途之秘诀，所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也。鲁滨孙功既成矣，又所阅所
历，极人世不堪之遇，因之益知人情之不可处于不堪之遇
中，故每事称情而施，则真得其中与庸矣……”

[36] 严格来说，出海也没有给鲁滨逊提供一项“天
职”（Calling，特别参见他在第一次出海遇难后与船长的
对话，I.66-7）。鲁滨逊这个所谓“经济人”与瓦特在
《鲁滨逊历险记》中发现的韦伯命题的最大不同或许在
于，他虽然有理性的劳动，却没有真正的“天职”。

[37] 黑格尔以最形象的方式表述了这种现代制度背后的人
的不安与不满：“家庭生活的原则是以土地—固定的地基
和土壤—为条件。同样，对于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
的自然因素是海洋。追求利润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
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
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
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
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
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
法律体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
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黑格尔，《法哲学
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第247节。Robert Pippin,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Malden:Blackwell,1994,ch.1-3;布洛赫，《希望
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2年。

[38] 对于作为漫游者的奥德修斯来说，家难以拘束漫游的
渴望，漫游者总是要重新上路。这是但丁塑造的奥德修斯
的形象（《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
W.B.Stanford,The UlyssesTheme,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8,pp.175-210.

[39] 根据鲁滨逊自己对这种漫游的激情或闯荡的欲望的分
析，这种支配我们心灵的性情，通过一种并非自愿的力
量，让我们直接服从我们的激情，使我们做了许多我们自
己没有主动提出，我们的理智也并不首肯的事情。换句话
说，这种漫游精神，是人欲望中不受理智控制的一种直接
激情（III.129）。

[40] 鲁滨逊的宗教信仰，教导他要安静地对待自己所处的
困境。但这种让人心安的祈祷并没有彻底消除鲁滨逊头脑
中的“奇异的不安”（strange uneasiness,I.167）。

[41] 柯勒律治注意到，鲁滨逊代表一般的人性，无论他的
智力还是道德都没有超出人性的中等状态，他身上唯一特
殊的就是这种“结合了事业与漫游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andwandering），这是一种在现代才变得
非常普通的性情。Samuel Taylor
Coleridge,Coleridge’sMiscellaneous Criticism,ed.by
T.M.Raysor,London:The Folcroft Press,1936,p.194.

[42] Ian Watt,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Faust,Don Quixote,Don Juan,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3] 比较瓦特：《小说的兴起》，第66—73页。鲁滨逊对



于婚姻家庭秩序的重视，参见Novak,Defoe and the
Nature of Man,Chap.IV。

[44] 家对于漫游主题的重要意义，参见Michael
Seidel,“Crusoe in Exile”,PMLA,vol.96,no.3
(1981),pp.363-4。



第一章从政治到社会第一章从政治到社会

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这句著名的论断，一直被看作是

西方思想对人性最重要的规定之一。[1]但随着现代社会对“政

治”概念的不同理解[2]，人性的这一古典规定，其真正意涵却变

得日益模糊。

现代政治哲学家，通常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视为是对人

的自然社会性的肯定。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中讨论自

然法权的基础时，将人的“社会欲”（appetitus societatis）理

解为人超出其他动物的特性，根据这种自然倾向，人与其同类以和

平的方式共同生活，并组成共同体。[3]巴贝拉克在他对此书产生

广泛影响的注释中断言，格老秀斯的“社会欲”学说是所有时代的

才学之士普遍承认的一条原则，即“人具有与其同类在社会中生活

的自然倾向”（l’inclination naturelle de l’Hommeàvivreen

Soci t avec ses semblables）。主张这一观点的“才学之士”，

被列在首位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其有关道德和政治的

著作中提出，“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animal

sociable）”；“因此，有一种社会（Soci t），

以及某种正义的东西，位于整个政治社会（Soci t civile）之

外。”[4]虽然伊壁鸠鲁否定自然社会性的存在，但巴贝拉克引述

的塞涅卡、西塞罗和爱比克泰德等斯多亚派哲学家都反对伊壁鸠鲁

的主张，支持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巴贝拉克还将格老秀斯等人与霍

布斯有关人的社会性问题的分歧，看作是这场斯多亚派与伊壁鸠鲁

纷争在现代的继续。

从巴贝拉克旁征博引的注释可以看出，将亚里士多德有关“人

是政治的动物”理解为人的自然社会倾向，这一做法早在罗马时代

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成为斯多亚派与伊壁鸠鲁派有关人性及政治社

会起源争论的焦点。[5]进入基督教时代，拉丁教父通常并不认为

使人服从他人的政治共同体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是看作是罪

的结果或神为此安排的救济，但受到西塞罗等罗马作家的影响，他

们仍然赋予政治共同体一定的存在意义，只不过，任何对于自然平

等的人的统治都不可避免涉及到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根

源是“人心中不可容忍的骄傲”。而人的自然社会性，在他们看

来，最多意味着在进入强制性的政治秩序之前，自然地生活在某种

原始形态的社会关系中；而在政治社会中，人作为“社会和共同生

活的动物”，“根据自然的秩序，或者说人类社会本身的秩序”，

应该关心自己的妻子儿女，仆人以及其他“邻人”，但最终，“哲

学家”对人的社会性的主张不能改变一点，人在地上之城的社会生

活根本无法摆脱恶与不幸，在偶尔的和平之中充满了“伤害、猜

忌、敌意和战争”。[6]在十三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七、十一章。

纪后期，随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和评注，基督教政



治思想的精神与古典政治自然性思想相互冲击和融合，逐渐形成了

一种标准的解释倾向，即将人的自然政治性，理解为人天生具有的

共同生活、相互交往的自然欲求，理解为一种人的自然社会

性。[7]而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特别是在霍布斯和格老秀斯两派的

交锋中，这一问题转变为人是否生来具有这种喜爱交往的天性的所

谓“自然社会性”的问题。

那么，将政治性理解为规定人性的主要方式，把人看作“政治

的动物”，究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味着什么呢？澄清“政治

性”与“社会性”的区别是理解古今政治哲学与道德观念不同的关

键。

1“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论自然政治性

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动物的规定，始于对人作为动物的生

活方式的考察。[8]在《动物志》的开篇，亚里士多德从生活方

式、行为、习性和身体构造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动物的生活特征进行

了描述，而动物的生活方式（βíο）是建立每种动物存在的统一

体，理解动物之间差异的关键。[9]从生

活方式和行为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动物，无论是有

足、有翼，还是水生的，都可以分为群居和独居两种。在群居和独

居的动物中[10]，都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被称为是“政治

的”（πολιτικ），而另外一种则被称为是“分散

的”（σποραδικ）。[11]“政治”作为动物的一种生活方

式主要指，这些动物要一起完成共同的活动（ργον）。共同活

动意义上的“政治性”并非所有群居动物的共同特征，只是其中某

些动物具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人、蜜蜂、胡蜂、蚂蚁和鹤，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属于能够进行共同活动的政治性动物。不过，人的政

治性却并不只限于共同居住与共同活动。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考虑了这些“政治性动物”内部的差别，

有些政治动物是通过服从统治者来完成共同的活动，而另外一些则

不能形成这样的统治关系。鹤或某些蜜蜂属于前者，而蚂蚁等动物

似乎就没有建立这种统治关系。[12]统治关系成为动物在生活方式

和行为模式上政治性的最高表现。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对动物的生活方式及行为的描述，

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自然阶梯：从共同居住到共同活动，直至通过

统治关系来完成这一共同活动。政治性的自然阶梯的根源在于人作

为动物，乃至最终作为生物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将人理解为政

治性动物，并非将动物性（甚至野兽性）与政治性武断地联结在一

起，将人性理解为两个互相独立

的特性的偶然组合[13]，而是将根植在人的生命本性中的政治

一面作为人性的根本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亚里士多德这

里，并不存在与政治伦理生活完全割裂开的“活着本身”（bare

life）[14]，人的政治伦理生活正是人的生命本性的成全。亚里士

多德在“政治作品”中对人的自然政治性的讨论，正是对政治作为

人活着的基本形态的进一步分析。



因此，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断定，“人就自然

而言是政治的动物”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人是群居的动物，能够

共同完成活动，毕竟“人是一种比所有蜜蜂和任何群居动物都更具

政治性的动物”。[15]考虑到亚里士多德认为，蜜蜂等群居动物也

具有统治关系，这是其政治性的特征，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人在政治性的自然阶梯上比所有其他政治性动物多出的“政治

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在《动物志》中描述的政治性动物的诸多

生活特征中，人在共同生活、共同活动和统治关系诸方面在何种意

义上体现了更为完备的政治性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

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而他在《政治学》

第一卷对城邦的自然政治特性的分析提供了理解古典政治哲学的自

然政治性的基本线索。

城邦不是人生活的唯一共同体，家户与村庄同样被视为人自然

构成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将从家户和村庄到城邦的共同体进程视

为自然的成长。[16]家户作为共同体，至少包含了人的两种结合关

系：一种是人出于繁衍的自

然力量所组成的夫妻结合，这是两个人最初结合在一起的关

系，没有这种关系，夫妻个人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存在，这种结合

的纽带是自然必然性的力量，这种自然力量据说在植物中都存在，

亚里士多德因此称这一共同体是“必然”意义的；而另一种构成家

户共同体的结合是自然的主奴关系（即在自然主人与自然奴隶之间

的结合），其目的是安全。家户作为一个“为日常需要而自然构成

的共同体”，多少已经包含了我们在动物的自然政治阶梯中看到的

三种不同层次的政治性，即共同居住、共同活动和统治关系。而亚

里士多德在其中特别关注的是人类各种结合方式在统治关系方面的

不同性质，夫妻关系和主奴关系虽然都是自然构成的人类结合方

式，但二者的统治性质并不一样。野蛮人混淆二者的性质，将男女

结合沦为男女奴隶的结合，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是后者因为缺乏自然

意义上的统治者，从而不能建立真正统治关系的结果。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希腊政治生活的根本优越性，首先就在于自然统治者的存

在为统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自然的基础。统治关系本身的性质，将

希腊人与野蛮人区分开。前者在更充分的意义上成全了人的政治

性。[17]人出于非日常需要的目的组成的第一个共同体是村庄。村

庄作为家户的自然延伸，扩大了共同生活的意涵，使生活和行动不

再局限于“日常生计”的范围。但村庄的共同生活和家户一样，仍

然围绕着人的自然必然性展开，只不过这种需要的非日常性已经指

向了人更高的生活可能性。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直接探讨

生活方式拓展对统治关系造成的影响，但他对王治起源的分析暗示

了政治形式在共同体自然成长时发生的变化。

正是因为城邦源于家户及其自然形成的村庄，所以希腊的城邦

才最初是由大王统治。但其他民族仍然由这一方式统治的事实恰恰

表明，这一在家户、村庄直到城邦早期都一直存在的统治形式，并

非最完善的政治形式。

荷马史诗中提到的“散居的”独眼巨人就仍旧采用这样的统治



方式，表明

这种统治方式与早期人类受自然必然性逼迫的生活方式有关，

因此并没有体现人的自然政治性的最高形态。[18]

城邦作为由村庄组成的“完满的”共同体，意味着人的政治性

的成全。城邦的“完满”首先体现在它最终达到了完全自足的边

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著名段落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完

满的善就体现在自足上，而所谓“自足”并不是指独自一人对自己

就足够了，自足并不意味着一种孤独的生活

（βíομοντη），而是“对一个人的父母、孩子、妻子以及

所有那些亲人和城邦同伴而言是足够的，毕竟人在自然上是政治

的”。[19]人作为政治的动物，意味着人需要与亲人朋友共同生活

在一起，才可能进一步完满地实现一个人自身人性的内在目的。而

生活是否自足，与一个人能否借助善的目的为自己的生活建立整体

的视野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奴隶哪怕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因为

没有自身的目的，完全听命于他人，无论如何丰足，都称不上

是“自足”的，因此也配不上城邦的名字。[20]从“自足”的角度

看，只有在城邦中的生活，才能使人达致自足的生活状态。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这种自足性就体现在城邦的生成虽然出于“活着”的

目的，但城邦存在的理由却是“活得好”。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

除非生活极端艰难，大众往往会不辞辛苦地努力活着，因此活着本

身似乎有某种自然的甜蜜，让人觉得活着就是福气。考虑这一点，

仅仅活着本身也包含了某种“美好”（καλó）的成分，从而在

一定意义上成为城邦的目的。[21]但活着包含的这种甜蜜的“美

好”[22]，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的

生活选择的影响，从来不是亚里士多德考察人的政治性的基本

出发点。亚里士多德始终否认仅仅为了所谓活着本身，可以构成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否则将奴隶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也能组

成一个城邦，但因为奴隶和动物不能分有幸福生活，或者说分有选

择所过的生活，这样的集合算不上一个城邦”。[23]政治共同体的

存在，让人能够在其中凭借自身的选择，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得

好”意味着城邦存在的真正理由是人们通过选择得以达致幸福的生

活方式。没有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安排，动物的群居，甚至一般在

协同或合作意义上的共同活动，尽管有助于个体或者物种的幸存，

但却并非完满意义上的“政治性”，不过是自然政治性阶梯中较低

的形态罢了。亚里士多德很少从群体生活对于人的幸存的意义来分

析人的自然政治性。相反，亚里士多德倒是强调，即使那些不指望

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来生活的人，也“想要生活在一起”。这

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真正渴求的好处，在于想要分享生活在

一起的美好。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仅仅活着的欲望恰恰是

无限的，只有关心好的生活，人的生活才能因此具有内在的尺

度。[24]因此，虽然家户和村庄也可以说是自然意义上的共同体，

但将城邦视为“自然的”，有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家户和村庄的自

然性，更多体现在人的生活中自然必然性和自然需要的作用，而城

邦的自然性，则体现在比仅仅“活着”多出的这个“好”。单从自

然必然性的角度考虑的话，“人比起政治的动物，更是一种交合的



动物”。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比起自然必然性，“目的”更有理

由称为“自然”。正因为“自然”首先意味着自然的目的，而非自

然的必然性，所以城邦才会在“自然上先于”家户和我们每个个

人。[25]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对人的自然政治性的分

析，

特别强调政治活动与家政活动之间的差异，区分政治的统治关

系与其他人类支配关系的不同，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人的政治性相对

于其他人类共同活动而言的优先地位。自然奴隶在自然必然性方面

的工具作用，反衬出其在选择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目的性上的根本

缺陷。而家政只不过是从属政治这一主导性技艺的辅助技艺，因为

构成家政的获取的技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致富的技艺），关注

的是人的必然性生活，而不能规定人的根本生活方式。混淆政治生

活与经济生活，是对人的自然政治性的降格。[26]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开篇描述的城邦的自然进程，始于必然性的生成，而终

于目的意义上的存在。[27]人作为政治的动物，意味着人的生活最

终得以超出在自然必然性的限制和逼迫下不得不如此的生活，能够

在一种具有内在目的性的共同生活中求取自身本性的成全，而人的

自然政治性就意味着，人的政治共同体最终能够为这一作为整体的

生活方式建立真正的目的或尺度。如果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出于某种

共同活动指向的善或“好”的话，那么城邦作为最终的、完满的、

具有目的性的共同体，就不仅仅意味着人们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

甚至不仅指人们能够合作从事具有共同目标的活动。人比蜜蜂这

些“政治”动物更高的政治性，就体现在人通过城邦这一政治共同

体建立的“政治关系”能够在目的意义上规定人的生活方式，为可

能“无限”地“活着”确定“自足”的尺度，使幸福对于有限的人

生来说成为可能。[28]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治共同体的

统治关系对于规定人的生

活方式的重要作用，及这一规定对于人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意

义，是自然政治性的核心意涵。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亚里士多德

对“何为城邦”的讨论中。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群人仅仅共同居住在一个地方，并不能

自动地使他们构成一个城邦，“城邦的统一性不在于城墙”。巴比

伦统治的诸多部族就不能容纳在一个围墙之内，而将相邻的迈加拉

和科林斯这两个城邦围在一个城墙里，也并不能使它们结成一个城

邦。虽然公民之间的通婚是城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但即使这两个

城邦之间建立了通婚的安排，仍然不能形成真正统一的城邦。因

此，人与人之间宽泛意义上的交往和活动，并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

个城邦。[29]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人们之间的贸易或商业往来，

甚至因此订立的贸易协定，防止欺诈的协议，乃至共同防卫的条

约，都不足以使两个不同的城邦成为一个城邦。单纯的贸易往来之

所以不能构成一个城邦，有两个缘由：一个是双方并没有任命共同

的官员来执行这些协议，而是各自任命自己的官员来负责有关事

务，因此，贸易协议并没有以统一的方式在这两个城邦中建立人与

人之间的统治关系；另一个缘由则更为重要，在贸易关系及其协议

安排中，双方只关心如何避免彼此之间的侵害，而实际上并不关心



另一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并不试图借助协议或条约来防止另

一方不正义，或者矫正其恶劣的生活习性。贸易关系或共同防卫，

在统治关系和共同伦理生活方面的欠缺使其不能成为理解人的政治

性的适当视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或者防

卫的联盟（συμμαχíα），城邦的法律也不同于贸易协议

（συνθκη），而是需要通过建立统治关系，在共同生活中培

养公民的善与正义。这是城邦能够成全人的政治性的关键。因此，

城邦作为完备的共同体，其中包含了相邻居住、彼此通婚、贸易往

来和集体防卫这样一些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构成城邦的自

然政治性的关键却是如何通过这些方式使人们能够活得好，活

得幸福。城邦作为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人幸存的可能性，甚至

不仅为了让人们能够共同生活（συζν），而是使人的幸福生活

成为可能，这是城邦作为完备共同体的真正意涵。虽然共同体的构

成似乎总是包含了某种契约式的安排，但契约论的政治概念是对人

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不充分甚至肤浅的理解。[30]从亚里士多德

对城邦的规定可以看出，人比其他政治性动物多出的政治性，在于

人不仅能够借助统治关系来完成共同活动，而且能够依托统治关系

的建立，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特有的生活方式，规定“什么是好的

生活”。政治共同体关心的并不是当下的好处，而是着眼于整个生

活。而所谓政体，作为对城邦居民的某种安排，其基础就是城邦的

生活方式。古典政治哲学关心的最佳政体问题，其实就是城邦对生

活方式的选择，即城邦赖以成全人的自然政治性的生活究竟应该采

取何种统治方式的根本抉择。

而之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的政体，其根源在于不同的人

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规定幸福生活的尺度，建立共同生活的形态，并

依据这一生活方式最终确立统治与服从的具体安排。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政治共同体的考察”就是要着眼于“人在什么样的政治形

式中能够过上自己祈望的最好生活”。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在

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所进行的根本选择。

人的政治选择，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要考察最佳政

体，必须首先规定什么生活是最值得选择的生活”。[31]因此，对

于人这种政治性动物来说，统治关系，不仅有助于他们协同完成一

般意义上的活动（比如婚姻的缔结、共同的防卫或者贸易的往

来），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形式和主要道路。

古代政治通过统治关系的安排来规定人的生活形式，关注的焦点是

每个人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人，也就是共同体成员的德性

问题。真正的城邦，如果不

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定会关注这一城邦的德性基础。生活

方式的政治抉择，体现在每个公民在城邦共同体中成就德性的道路

上。古典的德性伦理充分显示了共同的伦理生活对于构成城邦政治

性的重要意义。[32]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人的德

性和幸福的著名考察，作为基本出发点的问题是，人是否生来具有

一项特有的活动（ργον）。[33]而人生活的善或“好”就在于

这样一种活动的完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任何活动或者做事

来说，所谓“好”就在于这项活动之中。如果眼睛或身体的任何一



个部分都拥有一项特有的活动（正是这一活动，使身体的这一部分

成为灵魂的“工具”），那么，作为整体的人是否也拥有一项不同

于这些具体活动的“活动”呢？这一人所特有的活动，显然不是仅

仅活着而已，因为植物也同样具有这种意义的生命活动；而牛马这

些动物都具有的感觉活动，也不会是人特有的活动，因此也就不可

能将感官快乐的活动作为人生活的幸福和德性的主要依据。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人特有的活动只可能在于“人的灵魂中具有道理的那

个部分体现在做事中的生

命”（πρακτικτιτολóγονχοντο），尤其

体现在灵魂遵循道理或包含道理的作为（νργεια）之

中。[34]将人特有的活动落实在人能够按照道理生活，依据道理行

事，在实事中践行灵魂对道理的理解，甚至将道理成全为一种人的

作为，这一对人性的规定，无疑将人的政治性对生活方式的评判和

选择与人的理性生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人的自然政治性时特别强调，人作为政治动

物与人是讲道理的动物分不开。在动物中，只有人可以用语言来表

达利害，进而指示正义。人特有的这一能力使人得以建立具有正义

和善的内涵的伦理

生活，从而实现超出动物式的共同行动的政治性形态。没有语

言的其他政治性动物，他们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活动，只能借助声音

作为传达苦乐的记号，从而实现某种本能的协同，但只有人的统治

关系和共同伦理生活是建立在道理之上的。在人的生活中，做事会

考虑道理，即使情感和本能，快乐和痛苦，也通过与道理的联系，

具有伦理的色彩。人的行事与生活，与其他动物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方式的关键不同，在于人对善与正义的感知，使人的生活方式能够

依据道理的尺度建立生活的整体目的性。但道理的尺度对人的生活

方式的影响却并不仅仅通过个人的灵魂，人对正义的“感知”之所

以是自然政治性的重要意涵，就在于正义感揭示了道理通过政治影

响每个人灵魂的方式。[35]人通过统治关系构成分享幸福生活的共

同体时，正义的安排是一个枢纽性的环节。虽然对于每个人的幸福

生活来说，关键是“灵魂在道理方面（κατλóγον）的作

为”。一个好人，无论是其德性，还是幸福，都取决于他灵魂的

善。而人世生活的其他好事，作为外在的善，都被看作是帮助人达

致这一幸福的“装备”或“工具”。因此，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

要建立成员得以共享的生活方式，要么通过教育培养人的灵魂，要

么则通过对外在善的奖惩安排来间接地影响人内在的善。亚里士多

德承认，教育和德性是培养好的生活最重要的途径。但对于构成政

治共同体主体的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共同生活方式中道理所发挥的

作用，只能通过法律的奖惩，借助强制来改变人的情感和习惯，因

此正义就成为城邦为其所有成员建立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的主要途

径，甚至也成为教育的关键手段。所以，亚里士多德才反复强调，

对于构成城邦来说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在公民彼此之间安排有关他

们利害和正义的东西。统治关系对于生活方式的规定，很大程度上

就体现在正义通过安排人的外在善对于生活方

式的构成性作用。[36]外在善的安排在城邦伦理生活中的重要



意义，体现了所谓共享生活影响人的幸福的方式。城邦作为幸福生

活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过着一样的幸福生活。个人的幸福

并不等于他人的幸福。个人的善也与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的

善不同。但政治共同体通过所谓“外在的善”的分配，即正义，将

每个人通过德性达致幸福的生活道路关联起来。在每个人通往幸福

的生活道路上，正义是这一道路必经的交叉路口。所谓正义作为与

他人相关的品质，强调的正是正义的德性对于处于同一政治共同体

中他人生活造成的影响。正义的安排，是政治共同体最基本的政治

选择，从古至今，都是划分政治制度与政治集团的主要标准。财富

和自由之所以是亚里士多德评判政体形式的重要根据，正在于二者

是决定一个政治体建立政治秩序、安排生活方式的基本标准。不同

政体借助不同的分配原则，造就了不同的“平等”方式。通过这种

方式造就人们之间自足意义上的共同生活，这是正义的政治作

用。[37]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邦应通过法

律而不是人来统治，是因为法律不是调节一时的贸易和利害，而是

通过生活方式的安排和统治方式的建立，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供

平等的尺度，但法律的这种“统治”，并不能代替人之间统治关系

的建立，而且，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政治的正义同时意味着统治

者的荣誉与尊严，正义的尺度并非脱离公民德性的外在制度。在现

实的城邦中，支持财富或者自由作为城邦生活方式基础的不同主

张，体现了对正义的不同理解，也通过安排外在善的不同方式来影

响每个城邦公民的生活道路，从而成为城邦生活方式的关键。由此

可以看出，对于所有政治共同体来说，确认分配外在善的正义原

则，正是对整个共同体伦理生活的方向性规定，而不是单纯利益上

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主张，其基础正是伦理学中分

析的德性的内在善与各种外在善的关系。只有神才不需要外在

善，而只靠自己，就可以达到自足的生活。[38]

除了通过分配外在善的正义原则来建立生活方式，城邦构成共

同伦理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友爱。“在所有共同体中，似乎

都有某种正义，也有友爱。”友爱作为所谓“生活最必需的东

西”，不仅可以为活着提供各种帮助，而且最好地体现了共同生活

的核心意涵。共同生活不仅需要彼此的善意、共同的活动，而且还

需要彼此喜欢在一起，一同过日子，成为朋友，甚至借助德性的契

合，建立共同的伦理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是通过语言和思想的交

流，建立起人与人对彼此存在的关切和感受。[39]无论是为了获得

好处的友爱，还是快乐和德性的友爱，都必然包含了这种共同生活

的形式。友爱是城邦共同生活的纽带，亚里士多德甚至指出，立法

者应该关注友爱甚至胜过正义[40]，因为单凭正义无法产生城邦共

同生活的团结（μóνοια），使公民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

的认识，并能选择同样的东西，做他们共同认可的事情。[41]政治

共同体的共同行动，不是出于动物式的本能，而是建立在友爱培养

的共同伦理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在城邦公民之间建立的团结和一

致，从而使人超出其他政治性动物单凭激情和本能的一致完成共同

行动的自然生活方式。因此，在不同的政体中，基于不同的生活方

式，将共同体成员结合在一起的友爱也具有不同的形态。[42]



无论就正义，还是友爱来看，人的自然政治性所建立的共同生

活，都不只是形式上的结合，或者仅仅为了幸存，甚至实现共同行

动而建立的工具性互助，而是以情感相通和感觉相连为特征，具有

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共同伦理生活。当然，在借助统治关系建立的共

同伦理生活中，存在着统治关系的名位之分与生活的“共同”性之

间的潜在张力。共同生活总是包含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即使不是

根据公民之间的平等和相似的原则建立的政体，其生活方式中也势

必包含了某种平等。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共同生活的分析，经常将友

爱和正义一并谈论，视为涉及共同生活同样范围的事物，很大程度

上与共同生活需要建立某种平等和分享的尺度有关。只不过二者的

逻辑多少有些不同。正义强调几何平等的原则，按照个人应得的品

质来分配外在的善，其核心意图是在共同生活中确保每个人拥有达

致个人幸福的手段和条件，因此，正义的平等只是对于平等的人来

说是平等，对于本来不平等的人来说，不平等才是正义要求的平

等；而友爱所着眼的是算术平等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团结，特

别是共同生活的基础，即使在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友爱，也通过某种

平等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否则就不存在真正的友爱。[43]在

亚里士多德这里，平等并不是政治共同体共同生活的开端，也不是

人的自然属性，而更应该看作是借助统治关系建立的共同生活的基

本尺度和结合纽带。但这样一来，平等作为统治关系的结果和共同

生活的尺度，与政治共同体的德性基础和统治关系所必然涉及的不

平等关系，就存在不可解消的张力。

共同生活在统治关系与平等尺度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在具体实

现统治关系的官职安排上。在某种意义上，“政体”就意味着统治

者，政体的形式与统治者的构成直接相关。尽管在不同的政体中，

基于财富或自由这些标准对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会建立不同的统

治者构成机制，但在

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公民总是能够分享决策和审判方面的

统治[44]，能够同时以高贵的方式统治和被统治，特别是生活在统

治关系中，通过被统治来学习统治，而且在最佳政体中，这一统治

和被统治的能力能够始终遵循德性生活的尺度。[45]如何在考虑统

治者必需的德性和智慧的同时，尽可能容纳真正的公民参与到统治

关系之中[46]，单纯靠轮流统治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人

的自然政治性通过统治关系建立共同伦理生活所面临的内在困难，

而人性这一不可摆脱的困难，正是政治哲学开始的地方。[47]不

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为动物，人兼

具“群居”与“独居”这两种生活方式。[48]虽然对于人来说，自

然政治性建立的共同生活是其最主要的生活形态，在缺乏共同生活

的意义上，孤独的人很难称为是“幸福”的。然而，孤独始终是人

的一个生活选择，甚至是政治和伦理必须严肃对待的一种生活方

式。在本性上没有城邦的人，可能是不值一提的人，但也可能比人

更强大，更好。当一个人，其卓越的德性无与伦比，但他本身又不

足以构成一个完满的城邦的时候，他生活在城邦，就像神在人之中

一样，而他的统治也就完全凌驾在法律之上。他不受法律的统治，

也无须法律来统治，因为他自身就是自己的法律，他一个人就可以

成为生活方式的尺度。[49]这样神一样的存在，可以说在一人身上



体

现了城邦生活方式的样板与统治关系的顶点。但在某种意义

上，这样名符其实的一人统治已经不再是政治性的统治关系了，也

很难说，他还与城邦中的其他人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生活，因为当

差距大到像人与神那么远，就不可能再存在彼此的友爱了。如果

说，像神一样的生活，是人最大的幸福，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

是“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因此，孤独作为人的一种可能的生

活方式，严格来说，恰恰是自然政治性中统治关系与共同生活之间

张力最极端的体现。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作为统治关系基础的自然

不平等，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已经

不再存在，而这也使得统治关系本身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50]如果人不是要下降到比政治性动物更低的独居或分散的生

活方式的话，孤独，作为真正的生活方式，就只能是人群中罕见的

绝对不平等者在直观自然秩序时偶尔享有的幸福。把孤独转变为一

种平等者普遍的生活方式，是现代政治的最大成果。

2霍布斯对自然政治性学说的批判：社会性与政治性

以往大多数讨论公共事务的人或者假定、或者要求、或者立为

公设：人是天生适合社会的动物，用希腊语来说，就是

ζονπολιτικòν。

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筑了政治学说的大厦，好像除了人们同意某

些协议和条件（他们然后就称之为“法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

是维持和平和整个人类的秩序所必需的了。这条公理，尽管为多数

人所接受，却是假的，其错误在于它出自对人的本性过于浅薄的理

解。[51]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兴起，始于对亚里士多德传统

的人性学说和

政治理论的系统批判。[52]身处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抱怨，当时

整个欧洲的大学都听命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其中传授的与其说是

哲学，不如说是亚学（Aristotelity）。[53]在霍布斯看来，没有

什么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表达的学说与政府的真正性质更

抵触的了，也没有什么学说比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

大部分内容更无知的了。[54]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荒谬学说中，

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是其中最可笑的内容。霍布斯断定，亚里士

多德的这一学说根本不是对人性的真实描述，而是出于对人性

“过于浅薄的理解”。

何以在以往政治伦理思想中被视为“公设”的政治性动物的学

说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呢？在系统分析霍布斯如何通过自然状态

学说彻底改造古典政治哲学的人性基础之前，审视霍布斯对亚里士

多德这一学说的直接批判，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考察现代政治哲学是如何重新理解人性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

系。

在霍布斯看来，亚里士多德这一学说的核心主张是“人是天生

适合社会的动物”（hominem esse animal aptum natum ad



Societatem）。也就是说，人“在自然本性上”—或者说“生

来”（esse natum）—就具有适应社会的倾向（aptum ad

Societatem）。而霍布斯之所以认定这一学说对人性的理解“过于

浅薄”，就在于它只看到人类聚集在一起，喜欢相互交往，却没有

深究背后的真实原因。但只要人们反躬自省，“认识你自

己”[55]，就会发现，“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人天性如此，别

无其他可能，而是出于偶然。”换句话说，在霍布斯看来，人之所

以进入社会，彼此交往，并非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社会性不过

是加诸人的自然天性之上的偶性。要理解人的真正本性，必须首先

通过思想实验排除这一外在偶然因素的作用，才能把握人性的本来

倾向。然而，什么是霍布斯试图通过自然状态学说与人的自然本性

分开的“社会”呢？在何种意义上，这一“社会”可以看作是人本

性之外的偶然因素呢？

霍布斯认为，要判断人是否是政治性的动物，关键是要找到他

们“聚集在一起”（congregantur），或“相互交

往”（societate mutua）的真正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人组成

社会是否出于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倾向。霍布斯的世故观察给出的

回答完全是否定性的。人们社会交往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出于彼此

的友爱或者说社会交往的自然倾向，那么就很难解释：

“为什么同样是人，人对人的爱却是不同的；也无法解释为什

么人人都愿[56]Hobbes,Leviathan,“Introduction”,3.

意寻求与那些能带来荣誉和效用的人交往，而不是别人。”人

们相互交往的这种差异，只能表明，“我们天性上不是在寻求社会

同伴（socios），而是从中追求荣誉或益处。”[57]人们之间相互

交往（societas mutua）的真实动机，其实是为了获取个人的荣誉

和好处。社会交往本身并非人的自然需要，更不是人的自然倾向，

而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真正需要（荣誉或效用）的附带结果。人天

生的自然倾向，指向的是自身，而不是社会，社会本身不是人们相

互来往的目的，自己才是。霍布斯毫不留情地指出，人们聚在一

起，无论是从事经济、政治，还是娱乐，他们都会形成许多小的集

团（factio），但这些所谓“社会活动”，并不是出于友善（amor

或benevolentia），而要么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要么是为了证

明自己比别人高明而进行的社会比较和竞争。霍布斯甚至相当刻薄

地提醒他的读者，社会真正令人愉快的地方，就是提供了让人利用

各种方式攻击别人从而证明自己更加优秀的场合。

然而，社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霍布斯与亚里士多德的真正分

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交往”（societas）的存在。霍布斯不

仅承认，“人事实上已经组成了社会，没有人生活在社会之外”，

而且在分析人社会交往的“动机”时，霍布斯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

人与人相互需要导致的社会交往的“效用”，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

间通过比较和竞争猎取的荣誉或声望。霍布斯虽然坚持，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不是出于友爱，而是出于自爱（sui,non

sociorum,amor），但霍布斯眼中的所谓“自爱”恰恰是在他人眼

中，通过和他人潜在比较，胜过他人的自爱。霍布斯对社会交往原

因的考察，真正的“发现”其实是，只有在社会中我们才能满足我



们的自爱，才能获得超出他人的愉悦。因此，当霍布斯断言，“我

们为这些愉悦所吸引是出于天性，也即出于每一种动物固有的激

情”时，他未免言过其实，走到自己观点的反面了，因为这种只能

在社会中获得的超出他人的愉悦，就

是霍布斯发现的人不是政治性动物的真正原因：人独特的社会

性。

从《法的原理》开始，霍布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始终都反对亚

里士多德将人与其他动物在政治性上相提并论的做法。[58]对于蚂

蚁和蜜蜂这些亚里士多德分析的所谓“政治性动物”（animalia

politica）来说，霍布斯提醒我们，它们虽然不具有理性和语言，

但却可以无需外在的强迫，始终生活在和平的秩序中，免于内乱和

彼此的战争。这些动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霍布斯看来，凭

借的是自然的“协同一致”（consentiendo或consensio），也就

是说，动物在自然本能上“想要同样的东西，躲避同样的东西”。

靠这种欲望或激情的和谐，这些“政治性动物”能够引导它们的行

动指向相同的目标，达到共同的好处，而不受内乱的纷扰。因此，

如果以和平秩序和共同活动作为政治性的标准，与亚里士多德理解

的自然政治性的阶梯刚好相反，霍布斯不仅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所

谓“人是一种比所有蜜蜂和任何群居动物都更具政治性的动物”，

这些所谓“政治性动物”可以说反而具有更高程度的“政治性”。

然而，霍布斯明确指出，这些动物的聚集（coetus）并没有形

成政治共同体（civitas），所以这些动物也不应该叫做“政治

性”的，因为它们的“生活形态”（regimen）作为一种“协同一

致”（consensio），只是许多不同的意志朝向同一个目标，而没

有统一成一个意志。但对于这些只凭感觉和欲望生活的动物来说，

它们在情绪上的一致（consentio animorum）如此持久，只需要借

助自然欲望来维持它们的和平生活形态就够了，根本不需要格外

的“功夫”（opus）。而人的情形就不同了。

霍布斯列举了六条理由，描述人与这些所谓“政治性动物”的

情形为什么不同：

（1）动物之间不存在谁在同类中更优秀的问题，而人却始终不

断地争夺荣誉和尊位，并因此产生怨恨和嫉妒，这是内乱和战争的

根源，而动物

中就不存在这一问题；（2）动物的自然欲望是一致的，因此可

以和平地分享食物等共有的东西，当每个动物依据自然倾向追求自

己的好处的时候，它们也同时获得了“公共的善”，因此在动物这

里没有私善（private good）与公善（commongood）的分歧。然而

就人的自然而言，却并不存在这种日后苏格兰学派反复强调的个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意外结合，人的乐趣在于与他人比较后获得的超

出他人的卓越或杰出的支配地位，这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3）动物没有理性，因此也不会看到它们的共同行为中有任何

缺陷，而在具有理性的人中，有许多人自认为他们比别人更有智



慧，比其他人更适合从事公共事务，这些人往往想要变革政治，解

决政府统治的缺失，但不同的人对如何变革又看法不一，这种想要

变革的倾向以及如何变革的分歧，往往会导致内乱，而这是没有思

想和观念的动物不会发生的情况。

（4）动物没有语言，只会有时使用声音来传达欲望或其他激

情，而人却可以凭借语言彼此表达对好坏的看法，可以用“言辞的

技艺”使显得好的变得更加好，甚至可以说出看起来坏的东西背后

好的一面，这使得对于人来说，好坏不仅限于对每个人显现出来的

形态和程度。

（5）动物因为没有理性，不会区别道德或法律上不义的伤害

（injury）

与单纯物理意义上的损伤（damage），因此只要自己好，就不

会指责同伴，但人却不同，因为每个人自己都能对正当与伤害做出

判断，当他处于闲暇无事时，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恰恰这

时他乐于评判甚至控制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人来说，无事的时候反

而是其威胁最大的时候。

（6）最后，霍布斯强调，与动物的自然一致不同，人只能通过

人为的信约才能建立足以威慑个人的公共权力，从而实现持久稳定

的一致。

霍布斯列举的理由清楚地表明，人之所以无法凭借自然一致建

立“政治性动物”的和平生活形态，恰恰在于人具有与动物不同的

激情或欲望，追求超出他人的荣誉，以求赢得对他人的支配。正是

因为对支配的追求成为导致纷争和内乱的根源，在亚里士多德笔下

作为人超出其他政治性动物的“政治性”，特别是与理性和思想联

系在一起的人性因素，反而在霍布斯这里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建立

和平生活秩序的障碍或麻烦。霍布斯的结论非常明确，人与人之间

不可能凭借自然的方式，而必须以人为的契约，实现意志的统一，

建立具有威慑力的公共权力，才有可能在人的生活中实现和平。

所以，人之所以未能像蜜蜂和蚂蚁这样的“政治性动物”一样

实现自然的和平生活，不在于人具有和动物一样的自我保存的欲

望，也并非出于超过他人从而愉悦这样的所谓“动物固有的激

情”，而是来自人独有的社会性自爱。这种社会性的自爱，促使人

相互交往，却无法建立免于内乱和纷争的和平或安全。

从卢梭到滕尼斯，霍布斯的评论者往往倾向于认为，霍布斯的

这一观点，与其说是霍布斯的发现，不如说是霍布斯理论的自相矛

盾或概念上的含糊不清：

霍布斯非常清楚地看出了自然权利的全部现代定义中的缺陷：

但他从自己定义中得出的结论却表明他对此的理解同样错误。

但如果根据霍布斯建立的原则来推想，他应该说，既然自然状态是

我们对保存的关切最少危及他人保存的状态，那么，这一状态就是

最有助于和平，也是最适于人类的状态。但他的说法恰恰相反，因



为霍布斯在野蛮人对保存的关切中不恰当地加入了要满足许多激情

的需要，而这些激情都是社会的产物，从而使法律成为必不可少

的。[59]在卢梭看来，自然人的需要非常简单，并没有必然导致彼

此竞争的欲望，更谈不上超过别人的野心；而且即使承认人心中存

在这一不可控制的占有一切的欲望，这种贪婪也与毁灭所有同伴的

欲望不相容，毕竟最终杀死所[60]Rousseau,Discours

I.35,OC.III.p.153.有对手的胜利者，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世界上，

即使拥有一切，也不能享有任何东西。而霍布斯之所以会得出这一

荒谬的结论，正如卢梭不惮冗赘反复强调的，是将自然状态与社会

状态混为一谈的结果。

而且，霍布斯将自然状态视为战争状态的学说更难以成立，因

为战争并不是偶尔的争吵，甚至突发性的暴力冲突。真正的战争意

味着一个人以他人生存为代价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而这一战争如果

不仅仅是偶发性的事件，而要成为一种永久状态，就要假定在自然

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存在持久稳定的关系，但根据霍布斯及整个现代

自然法学派对人的自然政治性前提的颠覆，这种人与人之间稳定持

久的关系在没有人为制度支持或约束的自然状态下，恰恰是非常罕

见的。和平胆怯的自然人成为霍布斯笔下彼此抱有永久敌意的战争

人，并非出自自然之手，而只可能是习惯和经验的社会产

物。[61]从战争的社会性根源来看，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学

说，同样是霍布斯在理论上混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结果，这也

是为什么卢梭认为，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学派，虽然主张

从自然状态出发考察政治社会的基础和目的，但却没有人真正到

达“纯粹的自然状态”（le purtat de Nature）。[62]而卢梭著

名的“自尊”（amour-propre）概念，可以说正是为了针对霍布斯

对自然状态中社会性自爱与真正动物式自我保存的混淆而提出的：

“自尊—与自爱这样一种自然情感不同—只是一种在社会中产

生的，相对的，人为的情感，它使每个个人都把自己看得比任何别

人更重要，驱使人相互作恶，这是荣誉的真正根源。”[63]从霍布

斯自己的表述看，似乎也能印证卢梭对霍布斯自相矛盾的指责。霍

布斯一方面承认没有人生活在社会之外，另一方面又将“自然状

态”理解为“政治社会之外的状态”（status extra Societatem

civilem），难道霍布斯，乃至整个现代政治哲学，

不同样将国家看作是一种“社会”吗？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人

的政治性的批评是否在根本上出于“社会”概念的混淆或定义的失

败呢？[64]

事实上，霍布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既然“人事

实上已经组成了社会”，那么否定人的自然政治性，主张“人并不

是天生适合社会”，岂不是“在政治学说的入门处就为读者设置了

一块绊脚石”？为了踢开这块绊脚石，霍布斯在修订《论公民》第

二版时专门添加了一个长注。在这个长注中，霍布斯指出，如果就

人的自然而言，让人始终处于孤独状态，确实很糟糕

（molestum）。[65]无论刚生下来的婴儿，还是成人，都需要他人

的帮助才能生活。因此，霍布斯承认，“我们在自然的强迫下去寻

求彼此的陪伴（congressus）”。然而霍布斯明确指出，这种人与



人的“陪伴”或者“聚集”并不等同于“政治社会”（societates

civiles），“政治社会”意味着在信任和信约的基础上人与人之

间的“联合”（foedera）。这里，霍布斯明确将人们之间的社会

比较、社会交往或相聚意义上的“社会”（societas）与“政治社

会”区分开。因此，当霍布斯说“婴儿”、“未受教育者”或“那

些没有经历社会不存在导致的种种不幸的人”，全然不知道社会联

合的力量，也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或者因为“不知道社会能带来什

么的益处”，从而“不关心社会”，霍布斯这里提及的“社会”，

并非社会交往意义上的“社会”（societas），而只可能是作为政

治联合意义上“政治社会”的力量、用处和定义。

霍布斯在评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动物”学说时特别强调，

荣誉

这样一种社会性的自爱不可能充当“大规模的或持久的社

会”（societasneque multorum homimum neque multi

temporis）的基础。霍布斯承认，借助个人自然禀赋上的优势，人

与人可以在小范围内结合在一起

（joiningtogether,conspiratio），但这种结合在霍布斯笔下至

多只能算是“团伙”（factio）[66]，而并非真正政治性的“联

合”。二者差别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结合的组成人数或持续时间，而

在于结合的方式。在霍布斯看来，团伙的实质不过是个人凭借卓越

建立的支配关系，这一支配关系的动力就是每个人追求超出他人的

荣耀。荣耀的比较性，使其注定不可能为支配关系的各方所共有；

荣耀是排斥性的—“如果人人都有了它，它就会什么都不是了”；

支配关系无法使被支配者接受统治的权威，因而这一关系也就无法

建立对被支配者的道德约束，而同时被支配者出于平等的期待，会

动用暴力或欺诈等一切手段来改变支配关系。而且从心理动机看，

仅以社会性自爱为基础的支配无法建立普遍为人接受的稳定持久

的“社会”关系。因为“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

（societas）[67]……不会增加此人自豪的理由”。霍布斯这里提

到的“社会”，显然不是充满比较和竞争的“相互交

往”（societatemutua），而是指人在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性联合，

这才是“大规模的或持久的社会”—政治社会—的实质。[68]

换句话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个人的德性卓越为基础实现

的统治关系的建立，之所以在霍布斯这里不再能完成从自然本性到

政治生活的过

渡，其根源在于统治关系与共同生活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个人

进入支配性社会关系的“自爱”—无论作为心理动力，还是道德约

束—无法自然地构成人与人之间普遍而稳定的政治联合。作为古典

政治共同生活基础的自然统治关系，及其德性伦理学的政教形态，

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存在内在的张力甚至抵触。霍

布斯列举的人无法像“政治性动物”一样实现和平生活的诸多理由

都揭示了，在人这里可以构成支配关系基础的所有因素，尤其是人

对于超出他人的德性的追求，其实都是破坏人与人的和平生活，导

致纷争和内乱的“自爱”。政治社会，必须在人自爱的自然本性之



外，另外寻求一条路径，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共同进入一个统一体。

然而，如果霍布斯确实在普遍持久的政治社会与往往出于自爱

或效用的社会交往之间进行了区分，那么有什么理由将二者都视

为“社会”呢？

仅仅是语用习惯上不幸的历史传承导致的概念不严谨，还是有

更深的理由，使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一用法在现代政治（社会）与

古典政治性（共同体）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现代政治的建立，必

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结合，无论是克服，还是保障这一社会

性的形态，现代政治生活及其统治权威，都必须以“社会性”为出

发点，构成一个“政治性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古典意义上的“政

治共同体”。正是这一“社会”，才使自然与政治的古典联系面临

决定性的困难。

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霍布斯与现代自然法学

派的另一位奠基人格老秀斯之间的分歧。

3格老秀斯论自然社会性：自爱与社会

霍布斯对人是否天生适合社会的分析，至少从字面上看，直接

的靶子似乎是格老秀斯著名的“自然社会性”学说。霍布斯在《论

公民》第二版长注中讨论的“天生适合社会”（aptum natum ad

societatem）的表述几乎可以视为是后来所谓的“社会

性”（sociabilitas/socialitas）的标准定义。[69]在《战争与

和平的法权》的“绪论”中，格老秀斯提到，古代怀疑派的著名代

表卡尼亚德斯（Carneades）的主张对这部书的主题—正义和法权

—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卡尼亚德斯试图只从对人的效用

（utilitas）

出发理解正义和法权的性质，这样，自然法权（ius

naturale）根本不存在，自然只是引导人们，像所有其他动物一

样，去追求自身的效用，行动要是考虑他人的好处，就是最大的愚

蠢，这意味着完全没有什么正义可言。正是为了对抗卡尼亚德斯的

这一观点，格老秀斯诉诸“自然社会性”的主张，明确将人的“社

会欲”（appetitus societatis）、“社会情

感”（affectussociales）或“社会关切”（societatis

custodia）作为法权概念的基础。格老秀斯认为，在婴儿那里，就

可以发现这种欲望或者说倾向（propensio），甚至在某些动物那

里，都可以看见这种自然力量的作用。[70]因此，与卡尼亚德斯的

看法相反，人性本身，特别是对于相互交往（societas mutua）的

欲望，而不是效用，才是正义和法权的真正来源，格老秀斯称

之为“自然法权之母”（naturalis iuris mater）。

无论从措辞，还是实质观点上，反对卡尼亚德斯的格老秀斯，

经常都被看作是霍布斯的对立面，亚里士多德的现代传人，而这正

是自然法的伟大注释者巴贝拉克在他为格老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自然

法著述撰写的大量注释中竭力树立的形象，也成了他为道德哲学历

史勾画的现代谱系的重要线索，对后来的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



的自我理解产生了持久的影响。[71]初看上去，格老秀斯提出

的“社会欲”概念似乎验证了巴贝拉克的结论。格老秀斯强调，法

权与正义的真正基础，自然社会性，是一种在理性安排的共同体中

与同类和平相处的倾向；这种倾向，和自发的同情心一起，在婴儿

那里，早在受到纪律的教育（disciplina）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

作用了。[72]然而，许多读者发现，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主

体论述中很少援用“社会情感”或“社会关切”这些“自然社会

性”概念，而作为“自然社会性”代表的“社会欲”这一表达，在

书中也只不过出现了两三次而已，而且主要都在“绪论”中，并没

有在有关财产、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实质论述中发挥多少直接的作

用。总的来说，这一被认为标志格老秀斯与霍布斯根本区别的学

说，在格老秀斯的思想中似乎只是个“边缘性”的角色。[73]但如

果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格老秀斯用来阐述这一“自然社会性”思想

的斯多亚派概念οκεωσι，我们会发现格老秀斯的“自然社

会性”思想不仅是我们穿越《战争与和平的法权》这部经常陷入博

学的引文和离题的讨论的人文主义迷宫的指导性线索，而且是格老

秀斯在现代道德哲学产生的持久回响（尽管相当一部分是间接通过

普芬多夫和洛克的“变奏”实现的）的主导动机。

格老秀斯明确地将自己用来表达“自然社会性”思想的“社会

欲”的说法，与斯多亚派的οκεωσι概念联系在了一起，把

前者视为后者的拉丁对应概念。[74]尽管格老秀斯有关

οκεωσι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第

二版（1631）之后陆续添加的，在1625年发表的首版中并不存

在。[75]但这一概念多层次的意涵，特别是与格老秀斯有关战争和

财产的论述的内在关联，却意外地点明了整部书的总体思路。

οκεωσι是斯多亚派伦理政治思想中一个涵义非常丰富

的重要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斯多亚伦理学的出发

点。[76]这一复杂的概念的基本意涵是“属己”。[77]“属己”意

味着自然使动物觉得一切感受和行动最基本

的出发点（πρτονοκεον）[78]是其自身，自然最

初在所有动物那里建立对自身的感受和关切，动物不可能和自

身“疏远”，这是一种原初的冲动。[79]借助“属己”的概念，斯

多亚学派力图从所有动物都具有的自我保存的原初冲动（ρμ）出

发考察伦理生活的自然基础，并把这一对自我的原初性体认和感受

（一种切己亲身的感受），与斯多亚强调的，更为成熟和理性

的“按自然生活”的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80]而在现存有关斯多

亚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西塞罗的《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中，斯多亚派代言人小加图（Marcus Cato）在第三卷出

场时，使用这一概念来反驳伊壁鸠鲁派将人最初的自然冲动的对象

等同于快乐（voluptas）的做法。“小加图”指出，“动物刚生下

来，最初感到的是对自己的体认，保存自己的冲动，喜爱自己的状

态[81]和那些有助于保存自己状态的情感，却疏离毁弃，以及那些

看起来会导致自身毁弃的东西”[82]这种“自我感”（sensus

sui），或者说对自我的爱，是在幼儿接触快乐和痛苦之前就出现

的，因此，自爱才是行动的本原，“自然的本原”（pricipium



naturae），或“自然的原初要素”（prima elementa

naturae）。[83]但οκεωσι并不止于自爱。随着人的成

熟，“属己”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他的“自然”开始不只意味着自

己身体的构成状态，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小加图”指

出，“人最初的关切（prima conciliatio）是根据自

然的，但一旦他获得了理智或者说概念……见到了事物的秩序

及其所谓和谐，他就会赋予这些更高的价值，胜过他最初所爱的。

”[84]“小加图”这里提及的过程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

人爱和关切的东西，会逐渐从自身，延伸到他的孩子，其他亲人，

乃至人类；而另一方面，理性会使其赋予的价值超出单纯情感的喜

爱。前者涉及的是人的生活与情感的圈子的扩大。按照二世纪的斯

多亚哲人希耶罗克里斯（Hierocles）在已经佚失的《伦理学要

义》中的著名描述，人的生活被包含在许多大小不等的“圈

子”中，而人对每个圈子都有不同的情感。最初、最核心的圈子是

自己的身体以及有关的事情，其次就是包含了这一圈子的“父母、

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渐次推及其他较远的亲属和熟人、同乡、

部族同伴，乃至一国的公民，最外面的、最大的圈子则是整个人

类。[85]所有这些“圈子”围绕自身这个圆心构成了一个分层的同

心圆结构。希耶罗克里斯承认，随着圈子向外，血缘的疏远也导致

了感情的衰减，有德之人不是使不同圈子的情感泯然无异，而是要

努力让感情趋近、相似（ξομοωσ ）：

“在恰当地处理每一个圈子时，使这些圈子都能多少趋向中

心，并一直努力将靠外的圈子带到靠里的圈子。”[86]因此，“属

己”的情感，随着人的成熟，会逐渐从针对自己的自爱扩展到他

人。自我是人生活的同心圆结构在自然上的原初基准点，而从内向

外的生活圈子，代表了“属己”发展的不

同阶段。“属己”本能从自我开始的扩充，首先体现在自然在

每个人那里造就的对自己子女的爱，人们会把这些子女自然地当成

自己的延伸。《论至善》中的“小加图”甚至认为，父母的这种情

感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社会交往随之产生的根源”（a quo initio

profectam commune humani generissocietatem persequimur），

从中萌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共同体的社会感”（commnunis

hominum inter homines naturalis...commendatio）。[87]从这

种来自自然属己感的“社会感”，“小加图”重新解释了亚里士多

德的“政治性动物”的学说：政治性动物之间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行

动，同样源于这种情感，将同伴或同类的活动看作在自然上切身

的、属己的，而不是疏远的、异他的（tamquam sibi

nata）。[88]而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在于，人在这方面的联系更紧

密，“更适于组成同盟、会议或城邦”。[89]“属己”感从己身扩

及他人的过程，伴随的是理性的成长。理性认识到，应该选择那些

依据自然的标准具有价值的行动。对合宜行动（καθκον）的

判断，也从自我保存开始，逐渐延伸到其他义务上，西塞罗在《论

至善》中几乎把源于“属于”的“合宜”完全等同于伦理的“职

责”（offcium）。所有人的职责或者德性行为，都被追溯至人的

这种原初的



自然冲动。[90]最终，知识和理性会促使人将自己的至善置于

和谐之中，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自身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有

智慧的人所谓“按照自然生活”，也是“属己”自然发展的“目

的”（τλο）。[91]而理性尤其对于人的“属己”从自爱扩充到

他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理性使人能够超越动物为感觉所囿限

的“现在”，分辨事物继替的先后原因，结合过去与未来把握生活

的整体进程，为维持这一生活准备一切。“自然依靠理性的这一力

量，使人们相互关切，形成了语言和生活的社会（ad orationis

et ad vitaesocietatem）。”[92]“按自然生活”，借助理性的

力量，成为一种社会的生活。

在斯多亚派看来，“属己”虽然是一种原初性的自然冲动，但

并非随便哪种生活方式都适合“属己”。“属己”要求的是某种特

定的生活方式（quanda forma vivendi），最终指向的就是斯多亚

派反复强调的“与自然和谐的方式生活”（congruenternaturae

convenienterque vivere）。理性，作为“冲动的匠

人”（τεχντητ ρμ ），以一种更为完善的安排方式，

使人们依据理性的生活成为一种所谓自然生活。在“小加图”看

来，无论是上智因为幸福而放弃生命，还是下愚对生命的固执，其

实都源于自然的这种原初冲动。[93]而上智与下愚的区别在于，能

否借助理性将自然最初培植的自爱冲动扩充到对同伴乃至同类的社

会感。[94]而这一自然动力也说明了为什么斯多亚的哲人（有智慧

的人）在按自然生活时，不仅想要统治和管理公共事务，而且娶妻

生子。[95]就斯多亚派的οκεωσι概念而言，无论是区分个

人的属己与所谓“社会”的属己，还是将二者视为人的同一基本冲

动的不同面向，或理解

为“属己”的两个阶段，即从非理性的自我关切阶段到理性的

关注他人的阶段[96]，关键问题都在于一个人如何能够完成“属

己”的扩充，把一种自然的自爱冲动转变为一种包含“理性”、关

涉他人的情感[97]，从而能将他人视为对自我有用的，切身属己

的，作为个体自然的一部分，是“按自然生活”的生活方式不可或

缺的。但这里却不无理论上的困难。在一份纸草保留下来的柏拉图

《泰阿泰德》的匿名注疏残篇（大约写于公元二世纪）

中，对斯多亚派的“属己”理论的批评就明确指出了斯多亚派

在这里面临的两难困境：

我们与同类之间有属己的关系。但一个人与自己城邦的公民同

伴的关系更属己，因为属己的强度是不同的。所以，斯多亚派从属

己推出正义，但如果它们说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属己关系，与他和最

遥远的色雷斯密西亚人的关系相等，他们确实挽救了正义，但没有

人会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两种属己关系程度相等。这有悖现

实，也不合我们的感受。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属己关系是自然的，

非理性的，而他与邻人的属己关系，虽然也是自然的，但却不能不

涉及理性……所以，与自身的属己关系不可能与和其他人的属己关

系相等……如果斯多亚派要说，属己可以延伸，我们姑且同意存在

慈善



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属己”也只是意味着“四海之内皆

兄弟”，而不是将所有人都作为陌生人来看待。事实上，如果不能

恰当地理解“属己”概念在自我关切与他人关切之间建立的关系，

就难免会将这一概念视为“边沁与康德的奇怪混合”。Annas,The

Moralityof Happiness,p.265;Keimpe Algra,“The Mechanism of

Social Appropriation and Its Role inHellenistic

Ethics”,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XXV(2003),pp.289-291;Vogt,Law,Reason,and the

Cosmic City,pp.104-5;Long,“The Logical Basis of Stoic

Ethics”,p.95.

的情况，但海难水手会用亲身经历驳斥他们，一旦两个人在那

时只有一个能幸存。[98]

事实上，正是在面对斯多亚“属己”问题的这个根本困难上，

我们可以把格老秀斯有关自然法或万民法的研究，视为回答斯多亚

伦理政治思想面临的这一困境的现代尝试。格老秀斯不仅仅是在利

用οκεωσι概念支持自己的主张，而且是用新的社会性概念

回答了οκεωσι概念的困难。

研究现代自然权利的著名学者塔克在许多著述中都将格老秀斯

视为开创现代“新道德科学”的关键人物。塔克认为，在1605年完

成的《论战利品法》中[99]，与《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绪论”留

下的印象不同，格老秀斯的正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保存原

则为基础的。[100]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论战利品法》确立自然法

权基本“规则和法律”的第二章中。在讨论“自然法权”时，格老

秀斯指出，既然自然的每个个别部分都是神的造物，神也就赋予它

们以自然属性，以保存其自身存在，趋向自身的善：

由此，古老的诗人和哲学家们正确地设定，爱的首要力量和首

要行动都指回自身（prima vis primaque actio reciproca est

in se ipsum），这种爱是整个自然秩序的第一原理……正如西塞

罗在许多地方都强调的，所有事物，就自然而言，都喜爱自身，想

要自身安全、幸福，这一点不仅在人类中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在野

兽中看到，甚至在无生命物中都有。这是一种真正的神圣的自爱

（virus et divinus sui amor）,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值得赞美

的……普鲁塔克认为……对于正义的人

来说，最关切的就是自身（justo...summam sui esse

curam）。其他人，虽然对术语区分得更加精细，主张这种关切与

其说是正义的活动，不如说是爱的活动，而自然促使我们都去爱自

身。不过，这些人也承认，在人事方面，人的职责的首要原则是针

对自身（in rebus humanisprimam esse hominis adversus se

ipsum officii rationem）。[101]但如果我们就此认定，格老秀

斯在回应怀疑派卡尼亚德斯的挑战时完全采取了卡尼亚德斯本人的

主张，只不过将这一主张改造成为正义的原则，就忽视了这里真正

关键的问题在于自我保存式的自爱如何能够最终成为建立社会性的

基本前提。[102]事实上，格老秀斯在强调人的首要职责总是指回

自身之后，就试图从中推出自然法两条最基本的规定：“允许保卫



自己生命，抵抗伤害”（Vitamtueri et declinare nocitura

liceat）；“允许自己取得并保留那些对活着有用的东

西”（Adjungere sibi quae ad vivendi sunt utilia eaque

retinere liceat）。自卫和获取的许可性法（permissive law）

成为自然法的首要规定[103]，就在于它们与自然根植在每个人，

甚至每个动物那里的趋善避恶（fuga/appetitus）的自我保存的倾

向是一致的。格老秀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

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漫步学派看法完全一致。[104]在格老秀斯的

分析中，特别强调人自我保存的自然倾向与自然物体

（corpus）损益的关系。自卫这一第一自然法被理解为人为保

全自己身体（corpus）对另一个物体的排斥；而第二自然法则是将

外在的物体与我们自身的身体连结在一起（applicatio）。这种身

体的排斥与连结，无论体现在我们对自身身体构成状态的依恋，还

是对有用的外物的获取和占有，在格老秀斯看来，都是来自上帝的

馈赠。但上帝认为，仅凭外物的连结，并不足以实现其造物的自我

保全，因此，他在每个人这里不仅建立了对自我的关切，而且还培

植了对他人好处的关切，这一关切“就仿佛所有人同意彼此之间就

像有一个永久的联合一样”（ut cuncta inter se velut

aeternofoedere consentirent）。借助这种将自我的存活与他人

的存活连结在一起的“关切”，格老秀斯得以跨越自我保存，在人

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关切的社会关系。这种自爱与社会性的关

联，被格老秀斯称为“爱的双重性”（duplex...amor），这样，

每个个体自爱的欲望就与他对他人的友爱，归为同一根源。“我们

对他人福利的关切，是人所特有的”，被格老秀斯称为人们普遍同

意的准则，乃至严格意义上的正义的出发点。格老秀斯援引塞涅卡

的《论仁慈》（De Clementia）的段落强调，人生来是为了交往，

所以，只有通过对组成社会的个体的爱与关切，社会才能保持安全

（...ad coetumgeniti sumus.Salva autem societas,nisi amore

et custodia partium non potest）。

正是从人的自爱出发，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的关切，甚至某

种兄弟之情（cognatio），这是整个社会安全的自然基

础。[105]格老秀斯对自然法的进一步规定具体体现了这一“爱的

双重性”。从第一和第二自然法产生了另外两条禁止意义上的自然

法，即“禁止伤害他人”（Ne quis alterum laedat）和“禁止占

有他人的占有物”（Ne quisoccupet alteri occupata）。前者被

称为是“非伤害法”（lex innocentiae），确保了他人生命的安

全；后者是“非侵占法”（lex abstinentiae），与“你我之

分”（Meum/Tuum）一起建立了所有权（dominium）的区分，从而

确保了

他人业已占有的那些对生命有用的东西。格老秀斯尤其强调，

第四条法隐含的原则，通过规定人与人之间所有物的财产关系，建

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fiducia），是人类社会的开端

（initia...hominum societas）。

第三和第四自然法，作为与他人善（bonum alienum）有关的自

然法，不仅在顺序上排列在有关自身善（bonum suum）的第一和第



二自然法之后，而且从来源看，直接源于后者。[106]这一逻辑次

序还进一步延伸到有关补偿性正义，作为惩罚基础的第五、第六自

然法（有关“构成共同体的个人分别考虑的善”），以及有关政治

社会的第七和第八条法律（共同体作为整体考虑的善）。此后的法

律（第九到第十三条），根据“规则IV”，基本属于实定法的范

围，规定了政治社会中正当的法律程序，官员与公民的法律关系，

以及司法程序等。[107]这些法律与前面直接适用于“自然建立的

社会”（societas quae a natura instituta est）的法律，在法

律来源和基本形态上都有所不同。但最终，无论是政治联盟中的实

定法，还是不同政治单位之间的万民法，最终都取决于如何从第

一、第二两条有关自身善的“许可性自然法”推及到第三、第四这

两条有关他人善的“禁止性自然法”，并在此基础上，最终通过第

五、六条自然法到第七、八条法律，分别建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

政治联盟。个人的善（Lex I/II）优先于他人的善，他人的善，首

先体现在确保个体生命与财产上（Lex III/IV），然后通过惩罚确

保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的福利（Lex V/VI），最终，通过建立政治

单位，考虑作为整体的公共善（Lex VII/VIII）。[108]自我保存

要求社会性，自爱会延伸成为社会感情，这是贯穿格老秀斯的“自

然社会”的各项法律和规则的主导线索，只不过在《论战利品法》

中，格老秀斯尚没有直接诉诸斯多亚派的οκεωσι概念来论

证自爱与社会性的关联，不过，“属

己”的自然出发点和基本思路都已经具备了，这实际上是没有

οκεωσι概念的“属己”学说。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绪论”中，

格老秀斯明确援引斯多亚派的属己概念支持自己从“社会欲”出发

为正义和法权奠基的做法。但“社会欲”的真正意涵，必须回到格

老秀斯有关法权的实质论述中加以考察。在书中论证战争正当性的

关键章节中，格老秀斯从属己概念的角度，并系统借用了上述《论

至善》第三卷中“小加图”的有关论述，建立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的

关联，从而揭示了“绪论”中“社会欲”或“社会关切”这些社会

性概念的实质意涵。[109]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第一卷第二章

开篇，格老秀斯就指出，战争是否正义，或者说是否允许发动战

争，取决于基本的自然法权（iusnaturae primum）。随后，格老

秀斯就直接引用西塞罗的论述断定，每个动物都有的自我保存倾向

是“自然的原初倾向”（prima naturae）：“保全自己，始终做

符合自然的事情，绝不做违背自然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在自然状态

下（in naturae statu）的人的首要义务。”[110]然后，这一自

然本能推动人采纳正当理性（recta ratio），后者逐渐成为自然

为人规定的更重要的向导。

正当理性确定的最基本的正派（honestum）原则，就是判定战

争正义与否的自然法权。而根据这一原则，格老秀斯得出结论，使

用暴力丝毫不与自然的原初倾向相悖，无论是出于保全生命，还是

为了持有或获取对生命有用的那些东西，发动战争都合乎自

然。[111]虽然格老秀斯在其后具体讨论自爱与理性的社会关切之

间的关系时，省略了《论至善》第三卷中的大量实质论述，但他从



自我保存开始论证

战争的自然法权基础，并非采纳自爱的伊壁鸠鲁立场改变属己

概念的基本思想架构。[112]格老秀斯的思路与他在《论战利品

法》中的论述没什么两样，仍然努力从自爱中推导出社会性的基本

原则，并进而断定，正当理性使正派的德性行为，对我们（具有理

性的人）来说比自然冲动更“亲切”（carior）。格老秀斯在讨论

自然法权时，基本的设想就是先看是否符合自然的原初冲动，然后

再看是否与其后出现的，但更尊贵的自然原则（正派的德性原则）

一致。[113]而“自然法权”，正是格老秀斯在具体分析战争正义

问题时用来代替中世纪“正义战争”理论传统的新途径，而其主要

意涵，正如《论战利品法》的“法律和规则”架构一样，就是建立

将原初的自然冲动与理性的关切他人联系起来的“社会性”概念。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绪论”中赋

予“对社会的关切”的具体意涵：“不侵占他人之物；而归还我们

占有的他人之物，以及由此获取的利得；有义务履行承诺；对自己

的过错带来的伤害给予补偿；人与人按照应付的给予惩罚。”从这

一思路出发，格老秀斯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作为中道的学说无法

对正义做出真正的界定。正义的关键不在于情感的中道，而在于不

去侵害他人的东西；任何不正义都是对他人权利的冒犯，无论是出

于贪婪、欲望、愤怒，还是不节制的同情或野心；而“正义就是要

保持人的社会不受冒犯”（ne societas humana violetur,hoc

vero iustitiaeproprium est）。在格老秀斯对正义的这一反亚里

士多德的定义中，社会的概念几乎完全等同于他人的权

利。[114]由此可见，作为格老秀斯自然法权的这些基本原理，其

主体内容、基本次序与人性根源，都与《论战利品法》的尝试一

致。人的“社会欲望”或者“社会本能”（vim socialem），关键

在于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而这才是格老秀斯所谓的“社会的自然性

质”

（natura societatis）。只要不违背这一点，只要是为了捍卫

严格属于自己的东西（propria cuique essent），自己的生命、

肢体和自由，即使使用暴力，也是符合自然正义和法权的。在格老

秀斯看来，“社会”就是为了能够借助共同的活动和集体来享有每

个人自己的（Societas eo tendit ut suum cuique salvumsit

communi ope ac conspiratione）。社会（societas）的最终目

的，在格老秀斯这里，正是保障“每个人自己的”（suum

cuique）。[115]这里的论述，仍然是以自爱为基础，借助财产或

所有权，建立社会概念，从而将自我保存与社会的维续联系在一

起，这不过是《论战利品法》中爱的双重性的翻版。[116]不过，

格老秀斯在自爱与社会性关切之间建立关联的方式，与斯多亚派的

属己概念在思路上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关键环节上仍然存在

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在《论战利品法》中已经出现了，但在《战

争与和平的法权》中的实质论述中变得更加突出。这就是格老秀斯

更多是借助物的中介作用，通过自然法权（及正当理性）的概念，

建立自我保存与社会关切之间的联系，而不像斯多亚的属己概念一

样，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自然情感，以及理性对自然和谐秩序中人与

他人乃至宇宙内在关联的发现，来跨越从自我到他人的鸿



沟。[117]正是这一差异凸显了现代社会性的根本特征。

位于新的社会性概念核心的“每个人自己的”，是自爱与社会

的隐秘关联，也是格老秀斯自然法权学说的要害所在。正是凭借自

爱与社会性的这一关联，格老秀斯才能够借助“社会欲”的概念解

决卡尼亚德斯的辩才为正义和法权制造的困难。[118]在格老秀斯

看来，一方面，“属己”从

人的自爱扩展到人的社会欲，使人的自然本性会趋向于相互交

往，而另一方面，效用本身会加强自然法权的作用（naturali

iuri utilitas accredit），自然的造物主使个体的脆弱需要社会

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两个方面，其实不过是同一个社会性的两

面，一面表现为对社会的关切，另一面则是个人的功利，而在二者

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性，才是自然法权的源泉。[119]这与格老秀斯

在《论战利品法》中批评“学院派”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些无知

的大师在反驳正义时主张，来自自然的正义只导向自己的效用，而

政治的正义则不出自自然，而只出自意见，他们忽视了中间的正义

（mediaiustitia），这是人类所特有的”。[120]这种人所特有

的“中间正义”就是格老秀斯发现的来自自爱的社会性。

因此，格老秀斯的思想，从1605年的《论战利品法》到1625年

的《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并没有从自爱向社会性的转变。同样在

《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不同版本中，尽管后期的修订明确地诉诸

斯多亚派的“属己”概念，并援引了更多的古典文本作为支持性的

论据，但从自爱出发，依靠自然法权建立以尊重他人权利和财产来

确保“每个人自己的”这一社会关切，始终是格老秀斯自然社会性

概念的核心。修订只是多少改变了人文主义的修辞，明确强化了与

斯多亚传统的关联，并没有改变学说的基本路径和实质意

涵。[121]当然，在表面上，格老秀斯由此实现了他所谓的斯多

（接上页）容易忽视，作为雅典使团成员前往罗马的卡尼亚德

斯，在罗马元老院展示的正义修辞术，至少就保留这一事件的西塞

罗版本（De Republica）来说，实质问题其实是罗马帝国或者

说“罗马式和平”的正义问题（有关这场争论在西塞罗和维吉尔作

品中的呈现，见James E.Zetzel,“Natural Law and Poetical

Justice:A Carneadean Debate in Cicero and

Virgil”,Classical Philology,Vol.91,1996,pp.297-319）。这

也同样是格老秀斯在撰写《论战利品法》和《战争与和平的法权》

时关心的问题（Straumann,“Oikeiosis and appetitus

societatis”）。现代社会性概念的形成，既是现代主体重构现代

政治社会秩序的过程，也同时是现代国家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建

立新的国际社会秩序的过程（参见本书第27节的简要讨论）。

亚派、伊壁鸠鲁派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致，但实际上，他不

仅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性概念分道扬镳[122]，而且他借助斯

多亚派的“属己”概念所阐述的“薄的社会性”概念，也超出了伊

壁鸠鲁派的视野，指向了现代道德主体的新世界。[123]

因此，霍布斯与格老秀斯的真正分歧，不在于是否接受古典的



政治性概念，而在于如何阐明新的社会性概念。格老秀斯借助斯多

亚派的“属己”概念，阐述了以自爱为基础，凭借自然权利和财产

概念，直接建立的社会性关系。尽管同样看到单纯依赖自然法权

的“自然社会”与仍需国家主权和实定法律的政治社会的不同，但

因为格老秀斯的视野集中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与个体具有同样法权地

位的战争问题上，国家这种“政治社会”的构成关系，及其与现代

社会性的内在关联，并不是格老秀斯关注的焦点。相反，霍布斯

在“批判”亚里士多德自然政治性学说时反复强调，“所有人生下

来时都是不适合社会的”，唯有借助纪律，或者说一种足以威慑众

人的新力量带来的恐惧，才能使人适应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新的

社会性要彻底完成，不能仅靠人的自然冲动或自然欲求，而必须借

助政治社会的人为外在力量，将人造就成为适合社会生活的存在

（Ad societatem

ergo homo aptus,non natura sed disciplina factus

est）。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社会性，就不是“自然”的，而一定

需要人为机器或人为装置的作用。

因为在霍布斯看来，“即使人是在一种渴望社会的条件下（ut

societatemappeteret）出生的，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生下来就足

以适合进入社会。欲望是一回事，能力又是另一回事。”即使骄傲

的人，不肯接受“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平等条件”，因此始终威

胁着平等人的社会性联合，他们同样也有“社会欲”，也不缺乏对

他人的关注，但在压倒他们骄傲的“利维坦”被制造出来之前，他

们无法被制造成适合社会生活的人。[124]对他们来说，“社会

欲”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在人这个“政治性动物”的自然政治性

解体之后，人的孤独碎片无法靠自由运动，直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

性形态，而必须首先制造出一个外在的人为装置，靠它的巨大力量

及心理后果，才能为新的社会性提供持久稳定的安全。因此，对霍

布斯来说，决定“人对人是上帝，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Deus,homo homini lupus）这一人性天平的是政治社会中国家的力

量，而对于格老秀斯来说，则是财产所有权在自然社会中直接建立

的社会信任关系。[125]霍布斯与格老秀斯的这一分歧，共同的出

发点是新的社会性概念。尽管在阐发社会性概念的过程中，他们都

同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某些

思想因素[126]，但在根本的出发点和整体的思想线索上，他们

都同样背离了古典政治性借助德性教育，通过统治关系，建立人的

共同生活的核心思想。[127]不过，只靠批判甚至嘲笑旧的政治性

概念，并不足以奠立新的社会性概念。区分了自然社会与政治社

会，将社会性与政治性分离，孤立或抽象出一个无须政治性奠基

的“社会”，这只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自我保

存的绝对化，自然法权概念的重构，特别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概念

的澄清，以及借助新的自然法理论建构家庭、财产、国家乃至国际

社会的关系，都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尚待完成的任务。即使对于阐述

自然社会性概念来说，格老秀斯的工作也并没有彻底完成，有待于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将其推进到令现代人惊

讶，但又无法回避的极端立场。塔克在《论战利品法》的著作中发



现了格老秀斯的原创性，在格老秀斯创造的新道德语言中，“在道

德上讲，自然个体像一个微型的主权国家（a miniature

sovereign state）”。[128]格老秀斯对现代道德世界的这一决定

性洞察力，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获得了系统和严格的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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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第二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

从马基雅维利（1469—1527）、博丹（1530—1596）、蒙田

（1533—1592）、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直

到阿尔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1563—1638）和格老秀斯

（1583—1648），许多人都被视为现代政治哲学或道德思想的开创

者。但在霍布斯（1588—1679）之前，这些现代思想的“先知”绝

大多数仍然在使用传统的人性概念作为政治和道德思想的基础，无

论这一概念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传统，斯多亚—伊

壁鸠鲁这样的古代晚期遗产，还是经院哲学及中世纪晚期的反动，

甚至修昔底德—塔西佗—李维的古代历史著述（特别是塔西佗主

义）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但在霍布斯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哲

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普芬多夫（1632—

1694）、洛克（1632—1704）和卢梭（1712—1778），甚至在某种

意义上直到康德（1724—1804）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都

以“自然状态”作为分析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可以说，“自

然状态”成为支配十七至十八世纪西欧政治和道德思想的核心概

念。要理解现代道德世界的新语言，必须系统地考察霍布斯的自然

状态学说。

4“自然状态”概念的史前史

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至今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

研究。

这一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学者认为，“自然状

态”根本算不第二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上是一个全新的想法。

将政治社会追溯至某个原初的状态，这一做法无论在古典文献，还

是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都广泛存在，并不始于现代自然状态学

说。[1]建构一个与人类现实生活不同的状态，作为理解、批判乃



至改造道德与政治的出发点，这种做法，无论在改良人士，保守派

还是激进分子那里，都不乏热中和响应者。当然，人的世界，从不

仅限于眼前。但构想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却不只是要将人的

生活世界向过去和未来延伸，而是建立一个自身几乎注定无缘生活

在其中的世界，一个超出生活的世界，甚至一个无法生活的世界。

建立一个“另外的世界”，这种心理倾向和思想动机，有着深刻的

人性根源：作为理性的存在，对于每件事，我们要求的道理总是多

于事情本身，甚至多于这个世界的可能；而作为政治的动物，我们

还要为多余的道理创造一个世界，充当立法者为它们建立生活

的安排，甚至创造一个自然秩序的宏大背景，哪怕只是在想象

中。

但直到历史哲学找到一系列系统的方法将“另外的世界”纳入

人的存在视野、生活世界与社会秩序之前，用这种方式探索人的生

活可能性，与人所在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将“另外

的世界”设置在遥远的过去、未知的未来、彼岸甚至天上，它都是

名副其实的“乌托邦”（utopia），在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它的位

置。“另外的世界”，并不是建立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的直接

出发点或者基础，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用来说明，为什么我们

并没有那样生活。无论其中的生活多么理想，或者不幸，它都被某

种自然或者神意的力量决定性地分隔在另外一个我们无法到达的世

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然法学派最初构建的“自然状态”，恰

恰不是“另外的世界”。在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不是神话，

但尚未成为历史，它是现代道德科学和政治哲学试图突破传统，彻

底更新我们生活的理性起点。

（一）黄金时代的神话将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理解

为某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从而将古典传统思考人类

自然本性的描述理解为类似的原始主义，是混淆和滥用“自然状

态”概念的主要症状。[2]但无论是纪年意义上的原始[3]在Arthur

O.Lovejoy与George Boas对所谓“原始主义”的经典研究中，所有



对人类原初状况的描述，无论是神话性的，还是哲学和历史性的，

都被称为是“自然状态”。根据“自然状态”的不同内容，作者在

书中还进一步区分了七种意涵的“自然状态”：（1）时间意义上

的自然状态（时间上的原始起点）；（2）技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

（尚无技艺的侵入）；（3）经济的自然状态（没有私人财产，特

别是没有土地私有）；（4）婚姻家庭的自然状态（妻儿共有，甚

至原始的乱交）；（5）饮食的自然状态（素食）；（6）司法和政

治的自然状态（除家庭和部族外没有有组织的政府）；（7）伦理

的自然状态（人类生活由自然冲动控制，不受明确自觉的道德规则

的约束）。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35,pp.14-6.现代自然法学派描述的“自然状

态”在许多地方，与这些古典描述相似，而且事实上，许多描述有

直接的古典渊源。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二者在概念前提和思想功能

上的根本差异，简单将古典描述视为现代自然状态概念的前身。而

且，使用来自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原始主义”说法来概括古典传

统对人类其他生活状态的诸多叙述，同样并不准确，在某种意义上

体现了现代浪漫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尽管“浪漫主义”这个词同样

被作者多少滥用了。参见Isaiah Berlin,The Roots of

Roman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20）。不过，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仍然在许多地

方受惠于Lovejoy和Boas研究系统搜集的文献。

主义（chronological primitivism），还是所谓“文化原始主

义”（culturalprimitivism），古典传统中的“原始主义”通常

都将人类生活的某个原初或先前的状况与现有的状况进行对比，用

以凸显人类生活现有状况的缺陷或优越（这取决于这种“原始主

义”是从进步还是退步，甚至衰弱的角度，来理解当前时代的性

质）。但人类生活的原初状况，在古典神话、历史和哲学的叙述

中，更多是作为虚拟的对照物出现，而并非人类当前生活的现实出

发点。人类的生活，恰恰是在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其“原始”形态



后，才呈现出当前的政治和道德特征。当人不再与神接近，神话不

再可能，属人的生活才开始。

“原始主义”叙述的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具有深远影响

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中。[4]根据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

有关人的起源的神话描述，在克洛诺斯（Cronos）统治下的黄金种

族的人类，像神一样生活在和平与丰裕中，一切好的东西都不缺，

没有辛劳和烦恼。但在这个时代的人类，与后面四个时代的人类，

并不是同一种人。每个时代的人都是神重新制造的，青铜种族的人

类，甚至是不同的神（宙斯）用不同的材质（用来制作长矛或标枪

的梣木）造的。现在的黑铁种族，生活与黄金种族的人类完全相

反，受困于辛苦、悲哀与各种恶行，也是宙斯造的。和生铁的同类

生活在一起的诗人，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就是盼望生活在神之前或

之后造的不同种族中。[5]尽管与《神谱》中的叙述相比，《劳作

与时日》主要是从生活在地面上的人类的视角出发讲述宇宙的故

事[6]，但在赫西俄德的描述中，最初的黄金种族，与其后的白

银、青铜、英雄和黑铁种族，其生活的根本差异，似乎要归于克洛

诺斯和他儿子宙斯的不同统治。人的最终命运，正如之前

的普罗米修斯—潘多拉神话得出的“教训”一样，“不可能逃

脱神的旨意”。[7]与黄金种族的和平生活相比，后世生活的不幸

和道德败坏，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狂妄（βσι）。狂妄与正义的对

立，即使不能解释从黄金时代开始的全部神话，仍然是黄金时代之

后人类生活的核心主题。[8]从白银种族开始的狂妄，大概是宙斯

统治下的世界中人的生活无法摆脱辛劳、疾病和死亡的根源。这也

是种族神话最后的告诫：“听命正义，不要增长狂妄。”[9]人的

正义与狂妄，将决定尚在黑铁时代善恶混杂的阶段生活的人类的未

来命运。一旦没有正义，人将丧失阻碍恶的力量，恶将完全统治黑

铁种族的人类，而那很可能就是宙斯毁灭这一种族的一天。[10]但

赫西俄德通过神话对政治家进行的这一道德告诫，却在很大程度上

受限于整个神话的途径。仅从人的角度来看，先后继替的不同种族

可以看作同一个社会的不同社会等级[11]，但在赫西俄德的描述



下，他们和潘多拉一样，不过都是神尝试的不同造物。而我们并不

知道神这些不够完善的“实验”背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12]赫西

俄德并没有告诉我们，何以黄金种族最初神一样的生活会终止，也

没有指明神先后制造不同种族的理由。在不同种族的生活方式之

间，似乎也没有多少连续性。人生活的不同状态并非人力所及，甚

至不是人可以理喻的。赫西俄德的种族神话并不是人类堕落的线性

历史。

因此，在赫西俄德的神话中，真正的行动者似乎更多是神，而

不是人。在奥维德对这一神话更加道德化的重述中，赫西俄德叙述

中复杂的谱系被多少简化了，使得最初的黄金时代与排在最后的冷

硬的黑铁时代的对立更加突出—在黄金时代中的人们，无需法律、

士兵、劳作，生活在永恒之春中，而在黑铁的时代，欺诈、贪婪与

暴力伴随着航海、金钱与贸易，亲情沦丧，战争与掠夺盛行。但赫

西俄德有关不同种族或不同时代的神话中两个核心的要素，不同种

族的继替乃至不同神的统治，都被保留了下来。这似乎意味着，尽

管人的生活可能存在不同的可能，但进入这个“另外的世界”，需

要另外的世代或者另外的种族，这当然不可能取决于人自身，不仅

不取决于当前的人们，甚至不取决于人这个种族。人的正义或道

德，只不过是让人在这样一个神的戏剧中维持现有生活方式、避免

自身彻底毁灭的“虔敬”。[13]（二）属人的政治直至自然和习俗

的古典对立与这一“原始主义”的神话描述结合起来之前，希腊思

想对人类古老生活状态的描述，并没有与检讨当代政治生活的性质

明确联系在一起。它具有强烈的道德和宗教色彩，但却缺乏直接的

政治反思性质。因此，神话中的“另外的世界”，也不会成为讨论

当前政治生活的出发点，更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自然状态”。尽

管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讲述的爱神故事，将人强大而狂妄的

圆球时代（颇为类似赫西俄德描绘的白银种族的生活或者巨人提坦

的神话形象）与被神惩罚后切成两半的悲惨状态做了对比，并将前

者看作人“原初的自然”，但人的两种生活状况之间戏剧性的断

裂，使前者无法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相反倒



更多体现了喜剧诗人对现实政治生活与人性关系的某种悲剧性

理解。[14]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尝试通过神话描述人另外的生活状

态，借以揭示政治的根本性质，是一个广泛采用的手段，这无疑与

柏拉图自己在《理想国》中推荐的政治教育方式相吻合。[15]在

《政治家》中，在神直接统治的幸福时代（克洛诺斯的时代），人

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都是从土地中复生出来的；与之相对，

在宙斯统治的当下，人失去了神的照看，不得不自己管理自己的生

活，生活充满了贫穷和困难，这正是政治和人的技艺一同起作用的

时代。[16]《政治家》中这一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界定“王者的技艺

和政治的技艺”，或者说澄清政治的真正意涵。从神直接统治的时

代，转向人自治的时代，根源是命运或宇宙的自然反转，这一过程

不是人所控制的。而从政治神话的宇宙背景看，克洛诺斯的时代，

似乎是一个与我们时代在自然上完全相反的时代，人生活的根本差

异，源于自然的对立。[17]这一无疑带有赫西俄德色彩的神话，被

柏拉图赋予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意涵。[18]正义作为人的政治技艺，

恰恰是要面对人的自我统治问题，尽

管它仍然力图去模仿自然本身的秩序（真正的政治仍然是“符

合自然的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才不是人的“牧

者”。[19]普罗泰戈拉在同名对话中讲述的神话，尽管具体内容不

同，但对政治的性质有类似的描述。[20]人的自然天赋的欠缺，无

疑是人必须倚助技艺，特别是政治技艺的前提。因此，如果政治是

真正符合自然的技艺或知识，它并非简单接受人的生性，而是要找

到基于人的自然，但却与其家畜般自发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

“根据自然建立的城邦”，并非就是“真的城邦”，一种依据自然

需要的生活。[21]《政治家》中的神话无疑对于我们理解古典时代

如何借助某种人生活的原初状况来阐明人当前的生活有所帮助。和

《劳作与时日》中对克洛诺斯时代的描述一样，柏拉图笔下的神话

同样勾勒了完全断裂的两个时代。人的政治时代，与神照看的时代

之间的自然断裂，无论是出于难以测度的神意、命运或是自然的运

动，在两个时代建立了几乎完全不同的自然条件。人“现



在”（νν）[22]的政治生活，或者说人所特有的政治生活，因为

注定无法到达前者的自然条件，才不得不借助政治的技艺来安排人

的生活，面对人自身的困惑。这一神话在某种意义上，焦点在于人

如何从“现

在”的自然条件出发，模仿自然秩序，使用政治技艺安排人的

生活，而并不关心不同时代的过渡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根本就

不是人所应该关心的）。这一点无疑决定性地将赫西俄德和柏拉图

的原初状态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概念区分开来。

（三）自然运动中的人类文明与柏拉图神话营造

的“梦”（dream）不同[23]，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五卷中

对“人类”早期生活的著名描述，被普遍视为霍布斯在古代世界的

知音。[24]霍布斯的许多读者都将他的作品与伊壁鸠鲁派联系在一

起。[25]《物性论》的十七世纪英译者（Thomas Creech）甚至在

他的译者序中径直指出，“霍布斯先生的仰慕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

现，他的政治学不过是卢克莱修的放大版，他的自然状态已经为我

们的诗人吟唱过了：法律的兴起，社会的起源，正义与不义的标准

完全相同，以及人的伊壁鸠鲁起源的自然后果，没什么新花样。

”[26]伊壁鸠鲁传统对古典自然政治性学说的反对，以及对正义的

某种契约式理解[27]，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自然权利和社会契

约的主张。特别是

这一传统，上承希腊原子论传统对黄金时代和人类理想过去的

反弹，转向人类起源的某种新叙事，更引起了现代学者的浓厚兴

趣。[28]但伊壁鸠鲁派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概念—无论是

霍布斯的，还是卢梭的—之间的根本差异，经常为急于比附的学者

所忽视。[29]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五卷中勾画了人类自然发展

的三个阶段：

（1）最初的原始阶段，露天居住，没有婚姻和法律（925—

1010）；（2）房屋、火、男女结合及子女的降生，使人类趋于温

和，开始出现邻里的联合，友爱与同情，乃至部分的和谐与结盟



和，开始出现邻里的联合，友爱与同情，乃至部分的和谐与结盟

（1011—1104）；（3）体力与心智的强健，使人进一步改变生活

方式，国王建立城市，分配土地和荣誉（1105—1112）；但容颜和

体力的荣誉，很快让位于财富，由此导致了对权力的竞逐，野心、

嫉妒、内斗破坏了和平的生活，推翻了国王的统治，每个人渴求自

己的支配和统治（1113—1142）；然后，人类厌倦了暴力和欺诈，

接受教导，设立了行政长官，制定了法律，借助惩罚的恐惧，让人

服从法律，建立共同和平的纽带（1143—1160）。[30]与我们在赫

西俄德和奥维德那里发现的神话图景相比，卢克莱修的描述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神的退位。[31]在人的生活形态的变化中，神的角色为

自然所取代：“摆脱了骄傲的主人，自然是自由的；她能靠自身自

发地做一切事情，不用神的干预（ipsasua per se sponte omnia

dis agere expers）。”伊壁鸠鲁在描述语言的生成时曾将人的生

活状态划分为自然直接接受

事实本身教导的阶段与理性增进、扩充人的发明的阶

段。[32]卢克莱修对人早期生活的描述，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基本想

法。在自然靠事实本身教导的阶段，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33]比如火这一促使人的生活变得温和的决定性

力量，不是来自神或精灵的馈赠，而完全是雷电无意之间带给必死

者的自然教导。[34]而人的各项技艺，种种进展，也并不倚助神的

恩赐，而是靠尝试与心智的经验（usus et...experientia

mentis），才将这一切逐渐带入了人的生活中。[35]在卢克莱修看

来，世界秩序的变化，都是自然在时间中缓慢积累的结果（“时日

和自然一点一滴给事物添加了什么，使它有条不紊地增长”）：

时间改变整个世界的自然，万物都必须从一种状态渐变成另一

种状态，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同一个样子；万物都在迁转；自然改

变万物，自然迫使万物转变。[36]在无限的宇宙空间中，人并没有

什么特殊的位置，和其他生物种类没什么两样，都是“自然造就

的”，也就是“物的种子随机、自发的碰

撞”的结果。[37]人最初的诞生，在诗人笔下，不过是从地里



长出来，就像野草一样。[38]而且，在《物性论》第五卷描述的大

地之春这个崭新的世界（novitas mundi）中，丰沛的土地生出了

千奇百怪的物种，其中甚至包含了许多怪物，人不过是这些必死的

物种中的一个，但神话中描述的种种神奇的动物却并不存在，人和

所有动物、植物一样，“每一种都按照各自被制定的方式生长，按

确定的自然约定保持自己的特性。”[39]在专门讨论人的自然发展

时，卢克莱修特别指出，与大地之春时期食物自发生长（sponte

sua）的温和生活不同，能够生殖的“强硬”的人，面对这个世

界，却觉得非常艰苦或者说“硬”（multo...durius,tellus

dura）。

火和各种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处境，人使其自然世界重新变得

温和。[40]但技术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暴力与战争。[41]而权

力、财富、战争和宗教的出现，使人更加忽视自然设定的界

限。[42]在卢克莱修眼中，无论人是否脱离了自然朴素的生活，前

进到理性的阶段，人的文明的发展仍然遵循自然确定的理性和秩

序。[43]在这一自然的视野中，文明的自然发展究竟意味着

进步还是败坏，似乎并不是卢克莱修关心的焦点。[44]原始状

态下的俭朴与和平，也伴随着艰难、危险与恐惧，而“航海、耕作

的农田、城墙、法律、武器、道路、衣着以及其他此类的东西”，

作为技术，带给人类生活的“奖赏”（praemia），也同样为惩罚

的恐惧所玷污。[45]金银铜铁的价值，随着人在不同时代的欲望此

消彼长，而万物带给人的自然感觉，却始终一样。[46]在某种意义

上，从原子运动的自然角度来看人的生活，要比人的文明生活展现

的种种错觉、贪恋和迷信，更加自然。人的生活的原初状态，之所

以更自然，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卢梭式的高贵或纯朴，只是因为它更

接近“自然的视野”[47]，而不是因为它在历史或道德的意义上更

优先。卢克莱修的长诗，很少提及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提及，也多

半意味着敌意和恐惧。[48]在《物性论》第五卷对战争的长篇描述

中，人的行为几乎难以和动物区分开。[49]这一观察，并不像在现

代自然状态学说中用以揭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潜在的冲突和矛



盾，而只是在这里用来证明，即使所谓文明人，他的行为仍然不过

是自然运动的一部分。总的来说，卢克莱修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

究，是其自然研究的一部分，以整个自然秩序为前提。

或许最能揭示卢克莱修的“自然”与现代“自然状态”和“社

会契约”概念之间差异的，是他的“自然约定”（foedus

naturae）的概念。如果说“约定”或者说“联合”体现了现代自

然法学派的社会性概念的话，那么卢克莱修笔下的“自然约定”则

是恒常的原子运动在自然世界建立的

稳定秩序。它首先体现在万物习惯的生成和成长的方式，进一

步体现在自然作为存在物（原子）和虚空的总体，始终保持着总体

的稳定。[50]而“自然约定”也规定了“每一物能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从而确立了不同种类的物体成长和持有生命的自然限度，

甚至人的“自然、习俗、生计和运动”之所以会类似父母，也受同

一“自然约定”的规定。[51]“神意也不能取消命运的界限，也无

法对抗自然的约定。”[52]在卢克莱修看来，他的长诗不过是追随

伊壁鸠鲁的教导，将自然创造的“约定”为万物的变化建立的“法

律”呈现出来。人的文明或技艺的所谓“发展”，同万物的变化一

样，都遵循这一“自然的形态和物理”（naturae species

ratioque），是自然自发的效果，而不是任何人力费劲心机的安

排。[53]只有了解了这一点，人才能克服他们孩子气的恐

惧。[54]卢克莱修对人类文明生活背后自然力量的强调，最突出体

现在他对语言起源的长篇分析中。事实上，比起对人类不同文明阶

段的道德和政治讨论，卢克莱修似乎对语言的发展更感兴趣些。追

随伊壁鸠鲁的观点，卢克莱修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

推动人发出了语言多变的声音”），而明确反对将语言看作人为约

定的习俗产物。[55]这一将人类语言与动物声音趋同的论述，无疑

与霍布斯等现代自然法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约定性质的强调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56]由此可见，尽管卢克莱修作品中的某些主题（比如

对怕死的恐惧，对



宗教迷信的批判，乃至对自然的微粒论理解），在“现象

学”的意义上，与霍布斯的思想颇为相似；而他对人类原初状态的

描述，比起黄金时代的图景，也更符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口味。但

卢克莱修描述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状态，无论就基本的哲学前提，还

是在其整个学说中的思想功能，都与现代自然法的“自然状态”学

说有根本的分歧，甚至尖锐的对立，根本不可能在整体上作为后者

精神上的始祖。

（四）纯真与堕落不过，对于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来说，“自然

状态”的概念更多与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故事联系

在一起。圣经的堕落故事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对人原初状态的

理解。[57]那些热衷于挖掘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在思想史中的先例

的学者，举出的最常见的事例，大多与基督教神学家讨论亚当和夏

娃的堕落有关。

根据托马斯，人在恩典前的自然人性可以从两种方式来考虑，

一种是纯真的自然，即人类始祖在堕落前的状态，一种是败坏的自

然，是堕落后的状态；前者被称为“纯洁的自然状态”（status

integritatis naturaeseu naturae integrae），而后者则被称

为“败坏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ecorruptae，或status

naturae lapsae）。在前一种状态中，人尚可以凭借自然禀赋获得

与其自然本性相称的德性和善，而在堕落后的败坏状态中，没有恩

典的救助，人仅凭其自然能力，无法成全其自然本性。[58]从托马

斯的用法明显可以看出，之所以人性的两种状态都被称为“自然状

态”，主要是与人的恩典状态相对。[59]

在波纳文图拉[60]、司各特[61]和奥康[62]的著作中，我们都

很容易找到类似的用法，有时甚至出现在他们讨论与现代自然法学

派“自然状态”学说关系重大的问题时，比如在使徒贫困的著名争

论中有关财产和所有权的问题。[63]尽管在表述和用法上有诸多相

似之处，但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对人的原初状态的描述，与其说是现

代自然状态学说的先声，不如说是与现代自然状态学说相互竞争、



尖锐对立的一种人性理论。在基督教神学伦理学中出现的自然状

态，更多是一种随着人的堕落而丧失的“纯真状态”。因此，与原

罪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64]二者之间的不相容，可以从同时代

人对霍布斯著作的反应看出来。批评者们不仅断定，霍布斯的著作

的人性理论与基督教基本原则存在根本的分歧，是一种邪恶的无神

论原则[65]，而且尤其对自然状态学说与圣经描述的字面冲突非常

敏感，他们大多认为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描述与圣经描述水火难容。[66]来自神学界对现代

自然法学派的这一持久敌意，直到普芬多夫的著述问世时仍然没有

衰减。普芬多夫不仅反复强调，他所谓的“自然状态”与神学家所

说的“自然”完全不是一个意思[67]，而且还竭尽全力在自己的自

然法体系中调和二者的直接对立。可以说，如何消除现代自然法学

派的自然状态学说与圣经传统的人类起源描述之间的冲突，是摆在

普芬多夫这位自然法体系的建筑师面前的一个主要障碍。

因此，无论是否接受普芬多夫等学者在新兴的自然状态概念与

各种古老的人类起源或原初状态学说之间所做的妥协或调和，我们

首先要了解现代自然状态概念的准确意涵，把握其中阐述的人性理

论与古典政治性学说的人性论之间的真正差异。要实现这一点，我

们必须从历史先例和脉络的考古学转向现代政治根本原则的哲学探

究，系统考察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形式结构与实质意涵。

5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

让我们从神话和诗的世界回到现代自然法的哲学论述吧。正如

我们前面的考察揭示的，虽然严格来说，霍布斯并不是第一个使

用“自然状态”这一说法的人，但就将这一概念作为政治社会的人

性基础或出发点，霍布斯可以说是现代自然状态学说第一个严格的

阐述者。

那么什么是自然状态呢？



根据霍布斯最早阐述自然状态学说的《法的原理》中的说法，

所谓

“自然状态”（the estate of nature），是指“我们的自然

将我们置于”的状态，或“人在仅仅考虑其自然”（men

considered in mere nature）所处的状态。[68]霍布斯在描述这

个“纯粹自然”的状态时，既从正面规定了其基本特征，也明确指

出了自然状态中不存在的人类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规定一同构成

了霍布斯对人性的自然状况的整体理解。

（一）“自然”是什么：自然能力与经验在霍布斯看来，人单

纯从自然角度考虑的本性不过是指人在身体和心智方面全部自然能

力和力量的总和（the sum of his natural faculties

andpowers）；而且，大家都将这些“力量”（powers）视为

是“自然的”，并普遍将这些力量作为人的定义所包括的基本内容

（比如我们会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69]霍布斯最初

列举的“自然能力和力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传

统的经典规定，从营养、运动、生殖到感觉和理性的自然能力来理

解人的基本规定性。[70]但实质上，霍布斯不仅彻底排除了亚里士

多德在将灵魂界定为“人的自然身体的成全和形式”时对人的自然

生活所建立的目的论规定[71]，还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部分灵魂

能力—营养、生殖和运动等—都理解为身体的力量，只将知识或理

性视为心智的力量。换句话说，在霍布斯对人性的规定中，并没

有“灵魂”这一“活着的形式”的位置，而只有分属身体和心智的

力量。霍布斯从这两种能力或力量出发，重新连接了人的传统定义

中的“动物”（animal）和“理性”（rational）的

意涵。[72]不过，自然的天赋能力，并不是霍布斯规定人性的

全部。霍布斯非常重视经验对于规定自然状态下的人性的作用。霍

布斯在分析构成人的自然状态的“自然能力”时认为，所有这

些“身体和心智的自然能力”都可以归纳为四种，即“体力、经

验、理性和激情”（strength of body,experience,reason and



passion）。[73]这一看来简单的重述，却是对亚里士多德人性

的“灵魂”规定的进一步改造。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验”—

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排除“经验”的存在。当然，从定义上看，经验

不过是一种心智的历程（discourse of the mind），是对前后相

继—特别是前项伴随后项—的事物或想法的记忆。[74]但霍布斯对

自然状态的分析表明，经验在构成自然状态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

仅仅是一种受人的欲望所推动的“回忆”或一种心智关联想法的能

力。自然状态中的人性也远不仅仅是白板一般的自然能力而已。

自《法的原理》开始，霍布斯在分析人性时就始终将理性推理

与经验看作是理解人性的两种方式。他通过推理建立的“人性为何

的知识”（theknowledge of what is human nature），不过

是“让人们想起他们凭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或可能知道的东

西”。[75]寻求读者自身的经验，作为对有关理性论证及其原则的

印证，在《法的原理》中屡见不鲜。[76]在《利维坦》的“导

言”中，霍布斯更明确地诉诸“个人自省”的经验（Read thy

self），作为论证无法替代的基础。这是一种在科学方法之外

的“明智”或“经验”的途径。[77]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霍布斯

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政治性学说的批判正是从这一经验的途径入手

的：

对任何只要稍微专注地考察人事的人来说，经验显然表明，人

与人每一次自发的相聚，不是相互需要的结果，就是追求荣耀的结

果。因此，当人们相遇时，他们所渴求的不是对自己的益处，就是

所谓的νδοκιμεν，即在同伴中的声望和荣誉。理性从对意

志、善、荣誉和效用这些概念的定义中也可得出同样的结

论。[78]自然会如此解体，使人适于相互侵犯，并互相毁灭，这在

一个没有好好考虑这些事情的人看来是很奇怪。因此，他也许并不

相信从激情出发进行的推论，也许希望凭经验来印证结论是否如

此。那么我们不妨让他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形—当他外出旅行时，他

会武装自己，并设法结伴而行；就寝时，他会要把门闩上；即使在

他自己的家里，他也把箱子锁上。他做这一切时，分明知道有法律



和武装的公共官员来惩办一切他所遭到的损害—那么，他带上武器

出行时对自己的国人是什么看法？把门闩上时对自己的同胞们是什

么看法？把箱子锁上时对自己的孩子和仆人是什么看法？[79]在霍

布斯看来，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这一结论，既可以通过概念的理性

分析，或从激情本性出发进行的理性推论得出，也同样可以从每个

人的生活经验中获得充分的印证。在这两个著名的段落中，霍布斯

举的例子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不仅是人们自发

的社交聚会这种“社会交往”（societas mutua），甚至在“分明

知道有法律和武装的公共官员来惩办一切他所遭到的损害”时的权

衡和行为。这些经验不只针对完全的陌生人，而且包括朋友、同

伴、国人、同胞，甚至是家人。而霍布斯学者在考察其自然状态学

说时，多少忽视的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其权衡与

决定采取行动的基础，正是同一经验。

霍布斯明确指出，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性”并不是白板一样

的“能力”，而是真实的推理行为，这一行为依据的原则就是我们

在经验上建立的原则。[80]因此，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无

论是自然人性中理性与激情的交互作用，还是自然权利导致“一切

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的矛盾，其论证前提都是人的“经验”奠定

的人性原则。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人的权衡与行动的分析中。

在霍布斯看来，人的权衡（deliberation），不过是人的激情

中的欲望、趋避、希望和恐惧在人心中针对未来事物的倾向或努力

（endeavour）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替影响。这些倾向或努力

是由人对所要权衡的事物“好坏后果及其序列的预

见”（foresight of the good and evil consequences

andsequels of the action whereof we deliberate）所引发的。

对于整个事件漫长的后果链条，普通人很难一眼看到头，他只能依

据经验估量出大体的好坏。

对于绝大多数人，这种对未来的“预见”，基础就是他对以往



发生的事情的回忆、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明智，实质上就是从

过去的经验出发对未来的猜测。这种猜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

因为它“仅仅基于经验”（grounded only upon experience）。

而这些基于经验对未来的猜测，归根结底，是对能在未来造成某种

效果的“力量”（power）的估价，而最终取决于对一方能够超出

另一方的“力量”的判断。“经验”之所以是自然状态下人性构成

的枢纽，能够成为人有关未来的预见和行动的基础，正是因为它实

际上不仅涉及对自身力量的估价，更是对自身与其他有关各方

的“能力”或“力量”的潜在比较（乃至最终对彼此力量的“承

认”）。[81]因此，霍布斯的“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一个人对自

身过去生活事件的孤立记忆，而且包含了一个人过去曾经遭遇的其

他事物，尤其是其他

人的力量对自身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他人的希望和恐

惧。通过“力量”（power）的概念，经验将他人纳入到自然状态

下人的权衡、判断和决定中，从而使自然状态中构成人性的所

谓“自然能力和力量”不仅限于个体自身的力量事实，也包含了对

他人力量的估价和信念，而且最终每个人自己的“自然能力和力

量”，能否在未来产生相应的效果，也要取决于与他人的力量的不

断比较。自然状态下的人，正是在凭借其社会生活的经验，预见彼

此行为，从而为确保自身安全进行权衡和采取行动。自然状态成为

战争状态的关键环节，先发制人的理性（so reasonable as

anticipation），只有从这种着眼于他人的“力量”与权衡的比较

出发，最终从人的“经验”出发，才不是荒谬的。[82]霍布斯的自

然状态没有“无知之幕”。[83]（二）“自然”不是什么：自然力

量与人为权力自然状态概念通过“经验”概念纳入人与人之间在力

量上的比较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澄清自然状态概念的否定意涵。大

部分解释者在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时喜欢强调其否定意

涵，似乎这一概念意味着全部社会生活的“缺失”或排除。令这些

学者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霍布斯在

描述自然状态时，似乎并不讳言人的许多社会活动。[84]然



而，这一困惑或“意外”可能恰恰来自对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否定

意涵的误解。

霍布斯本人对自然状态的对立面有准确的表述。在《论公民》

中，自然状态被称为是“人在政治社会之外的状态”（status

hominum extrasocietatem civilem）。在《利维坦》中，自然状

态则被更加明确地描述为“没有共同权力威慑所有人”（without

a common power to keep them all in awe）的状况。[85]这一表

述清楚地规定了政治社会与自然状态的根本区别，前者具有通过契

约人为建立的可见的“共同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而后者只

存在私人的权力和力量，即所谓“自然能力或力量”。在这种状态

下，即使出现私人力量的某种有限“联合”，这种“联合”欠缺通

过人为契约才能建立的服从义务，因此，仍然是某种自然力量，而

不是人为性的“共同权力”。因此，所谓自然状态在政治社会之

外，意味着自然状态中没有政治社会才能建立的人为制度和公共权

力。所有被霍布斯从自然状态中排除的东西，都与这一人为的共同

权力的缺乏有关。没有这一权力，也就无法建立与动物靠倾向或本

能实现的自然和谐截然不同的意志统一。[86]因此，在自然状态下

就不可能构成人为性的“政治人格”（civil person）[87]，更谈

不上通过代表者承担抽象人格所实现的对自然群众的人为统

一。[88]总而言之，自然状态，正如其字面所暗示的，缺乏霍布斯

借助契约实现的意志统一，以及在此基

础上人为建立的“政治体”（body politic）。如果说，霍布

斯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有一个明确的对立物的话，那么这个对

立物不是“习俗”（nomos），也不是“技艺”（art），而是人为

（artifice）。[89]因为自然状态缺乏人为的权力与制度，自然状

态下不仅没有政治社会建立的法律（civil laws），也无法确保自

然法的理性条款将在内心法庭上的义务约束力延伸到外在的行为

中，从而为道德秩序和政治权威提供真正的基础。[90]同样因为没

有惩罚的强制力，自然状态也就没有真正的“共同裁判者或法

官”（common arbitrator and judge）来仲裁各方的纷



争。[91]最终，所有那些必须依赖政治体强制性的共同权力才能建

立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秩序，都被排除在人的自然状态之外，比如正

义与不正义（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区分“你的”和“我的”的

财产等。[92]当然，对于那些无须依靠这种共同权力而进行的人的

活动，哪怕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霍布斯无意在自然状态

中完全排除其存在。霍布斯甚至认为，许多必须在原则上依靠共同

权力或人为“政治体”的法律才能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

社会交往，有时也会借助暂时性的支配关系，或依靠仁慈、慷慨甚

至骄傲等激情的力量，出现在自然状态中。[93]霍布斯唯一否定的

是，这些行为可以在自然状态下成为人们稳定的生活方式，甚至成

为确保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避免战争的和平路径。

将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两个方面的论述结合起来看，自然状

态指的是在没有人为建立的共同权力—因此排除与“政治体”有关

的人为秩序

与生活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人性的基本状况。霍布斯试图使用

这一概念来把握在排除人为权力的条件下人性的自然面目。[94]因

此，我们不仅不能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的

原始阶段[95]，也同样不能仅仅将它视为一个用来论证绝对权力必

要性的思想实验或单纯形式性的逻辑虚构[96]，而只能将其看作是

统摄霍布斯对人性的实质理解的总体性概念。

自然状态学说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论。

因此，当卢梭批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中的人与“我们眼前的

人”混为一谈，将人在生活中的激情带入到自然人中[97]，他的批

评并没有错，但这并非因为霍布斯出于疏忽将二者混淆在一起，而

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状态中人的生活凭借的正是“我们眼前

的人”的“经验”。而经验之所以对自然状态具有构成意义，源于

霍布斯的“分析方法”—借助这种方法，霍布斯从社会生活中移去

了人为的共同权力，但却保留了所有人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共同生活



的经验。[98]每一件霍布斯的钟表零件，在从表上拆

下之后，之所以没有散落一地，“相忘于江湖”[99]，却充满

敌意地相互对峙，并因此建立独特的社会性关系，是因为它们身上

还都带着对这部人造机器幽灵般的记忆。正是这种对人造秩序的经

验，才使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系的部件，在自然状态中，构成

了战争状态的人性关系。但如果自然状态的人性，既没有完全成为

经验性的历史事实（虽然它借助经验构建了基本的人性视野），也

并非仅仅是形式性的理性假设，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自然状态的

意涵呢？

（三）自然平等的出发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针对亚里士多德

的人性规定进行的重要修正，始于用“体力、经验、理性和激

情”代替亚里士多德传统从灵魂能力的等级出发界定生命体及其生

活方式的做法。霍布斯指名批评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

错误：所有的不平等，都只能在政府及其治安的状态（inthe

estate of government and policy）下才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却

误把不平等视为“自然问题”；亚里士多德基于人的自然能力的差

别区分了哪些人在自然上配统治，哪些人应该服从，以此原则作为

整个政治学的根基，这种做法，在霍布斯看来，不仅削弱了亚里士

多德的整个政治框架，而且也因为拒绝承认自然平等，干扰和削弱

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换句话说，与霍布斯对天主教政治的批评一

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也是骄傲的政治，而这正是导致自然状态成

为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100]霍布斯用“体力、经验、理性

与激情”对自然人性的重新规定，更加凸显了人的自然平等—“在

成年人之间力量或知识之间很少有差距”。[101]

在这方面，“经验”的量化性质无疑强化了人在理性能力上的

平等。因为人在知识上的差别，不外乎来自经验或明证，前者是明

智（prudence），而后者是真正科学的基础。而从明智的角度看，

同样的时间大体会留下同样的经验，不会造成太大的差别，甚至可

以说，在心智能力方面，人与人之间比体力“更平等”。[102]虽



然就科学而言，霍布斯承认，具有明证（evidence）基础、可以免

除争议之罪的科学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属于大众。但以数

学为代表的明证科学，完全可以通过教导实现知识占有的平等，只

要人的心智能像一张白纸一样摆脱偏见的干扰。[103]而且，或许

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知识在生产上的不平等，

并不能延伸到“人的能力、激情和习俗”，也就是所谓“道德哲

学、治安、政府和法律”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从亚里士多德以降

的所谓“知识”不过是来自“教育”、“权威”或“习俗”的大杂

烩，因而无法摆脱怀疑和纷争。[104]然而，虽然在才智上存在巨

大的分歧（我们将看到，这是自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原

因），但霍布斯不无讽刺地指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别人一样有

智慧，满意自己拥有的才智，这恰恰证明在才智的分配上人是平等

的。[105]不过，霍布斯在其著作中论证的人的自然能力平等，其

实只是自然状态学说的一个准备。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这一学说

依据的自然平等概念，并不是人的自然能力在一般意义上的平等，

而是人面临死亡的“自然平等”：即使人在身体的力量或智力上，

真的存在强弱之分，但因为人的生命面对暴力和诡诈手段十分脆弱

（“不需要多少力量就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强者仅

凭自身的自然能力或力量并不足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人

性的自然平等，使我们很难避免彼此之间的暴力带来

的危险。恰恰因为自然平等，使自然本性无法处于“安全状

态”（estate ofsecurity）。[106]这一面对死亡的自然平等，作

为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出发点，透露了自然状态的根本性质。我

们知道，霍布斯否定了古典哲学借助至善这一最终目的为人生规定

的目标和限度，这一丧失了规定性的人生，就成了一场没有目标、

没有桂冠的赛跑，不断试图超过下一个前面的人，成为领头者。在

这场永无止境的赛跑中，所谓幸福（felicity），不过就是持续的

快乐，不在于已经达到的成功（having prospered），而在于要不

断取得成功（prospering）。[107]但既然人生没有目的，只在运

动本身，能让人不断努力追求的欲望就成了人生的关键，幸福其实



就是“欲望的不断推进”（a continual progressof the

desire）。人所关心的，不是享受一次眼前的欲望成果，而在于确

保自己永久处于通向未来欲望的道路上。霍布斯在考察人共同生活

的方式（manners）时[108]始终将焦点放在指向未来的欲望，无疑

根源于他从“努力”出发理解人的行动方式的人性论原

则。[109]霍布斯围绕欲望建构的人的自然激情世界，其焦点正是

未来尚不存在的东西。[110]自然基于未来构成的状态，具有不可

消除的不确定性。[111]这一不确定性，是自然状态中强烈的

不安、恐惧与猜疑的自然根源。

而人性对此的反应，无疑加剧了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面对人

生的这一处境，霍布斯发现，人性的普遍倾向（a general

inclination of all mankind）

就在于“对一项又一项权力永无宁日、至死方休的欲望”（a

perpetual andrestless desire of power after power,that

ceaseth only in death）。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使平等的人彼

此之间围绕权力展开了无休止的纷争与冲突。而死于他人之手，将

是这一冲突中最终的失败。死亡作为霍布斯描述的这场人生赛跑的

唯一终点[112]，暴死不仅意味着一个人最屈辱的失败，对自身价

值和权力无可挽回的贬低，更重要的是，死亡还终止了人的自然自

由，否定了人的自我保存，这是对人自然存在的根本否定（“自然

的可怕敌人，使我们丧失了所有的权力，而且在丧失时身体遭受了

最大的痛苦”）。[113]表面上看，作为事实的死亡似乎否定了自

然状态的基本前提：死亡的事实决定性地区分了人的强

弱。[114]然而，死亡的事实本身从来不曾规定人的生活，成为人

的生活方式。真正决定人的生活的是对这一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

产生的欲望。死亡不是人的经验，怕死才是。人作为自然存在，像

所有其他自然物体一样，会遭受外力的作用甚至伤害，但只有人才

会预见到这一力量的作用，并因此权衡决定自己的行为。人在面对

死亡时的自然平等表明，个人权力的任何自然积累和追求，都无法



让人免除这样的恐惧。死亡面前的自然平等，暴露了人在自然上根

本的不自足。除非将个人权力（single power）组装成共同权力

（common power），人性就将死亡这一“可怕的自然敌人”，在人

心中变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敌人。

霍布斯对死亡面前的自然平等的论述，将一种自然必然性，转

变为人与人的世界构造。面对死亡的自然平等，集中体现了自然平

等为人性带来

的焦虑与不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从霍布

斯对自然状态下自然平等的论述可以看出，霍布斯的自我保存概

念，与斯宾诺莎的不同，在根本上是一种预见（the foresight of

their own preservation），更多强调了其中心智构建的一面，而

非自然必然性的一面。[115]而自然状态正是借助死亡取消人的整

个世界的威胁而构建的“空间”，一个只在指向未来的想象中才存

在的“空间”，这正是现代主体的生存空间和道德空间。而人对暴

死的恐惧，不仅揭示了自然状态建构的这一指向未来的“空间”中

内在的不安全，而且通过这一不安对自然人欲望与权衡的影响，使

自然人自我保存中对权力的无休止追求具有了更强的他人取向。使

人在自我保存中的自然冲动，发展成为与他人比较、力图超过他人

的激情。这正是面对死亡的自然平等，以及自我保存的预见所引发

的根本的人性冲突。

6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

要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关键是要理解为什么霍布斯坚

持主张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如果自然状态是指人的自然能力面对

死亡建立的平等世界、现代主体在想象中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一

空间何以必定是战争的空间，而不是和平的空间？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规定了现代自然法学派构建的自由人之间社会性关系的基本途

径，也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调。从霍布斯最早试图表述其政治

思想的《法的原理》（1640），中经拉丁文两版的《论公民》

（1642，1647），直至英文版（1651）和拉丁文版的《利维坦》



（1642，1647），直至英文版（1651）和拉丁文版的《利维坦》

（1668），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何以必然是战争状态，多次进行了系

统的论证。[116]细致考察这些文本，我们会发现，霍布斯对于自

然状态何

以是战争状态，提供了两个具有内在关联，但性质完全不同的

论证。通过这两个论证建构的人性理论，奠定了霍布斯政治哲学，

乃至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一）自然激情论证：自然平等的人性冲突总的来说，无论在

《法的原理》和《论公民》，还是在《利维坦》中，霍布斯都是以

人的自然平等作为基本出发点，论证自然状态必然是战争状态。从

自然平等的出发点理解人性，人性面临极其深刻的冲突，这种内在

的冲突，最终使人性的“自然毁灭自身”。[117]自然状态作为战

争状态的人性冲突表明，单纯从自然的角度看，平等的人，在没有

强制性的共同权力的威慑下，仅凭私人性的自然权力，无法共同生

活在一起。但在霍布斯的不同著作中，自然激情论证对自然平等面

临的根本冲突的具体性质和机制在理解上有细微的变化。

在《法的原理》中，霍布斯是从人在自然性情上的基本差异出

发，从人的自然平等与比较之间的根本张力入手，论证自然状态必

然导致战争状态的结论。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性情上的根本差

异，来自对自然平等的不同态度。虽然从理性的角度看，人“应该

（ought to）承认”这种自然[118]Hobbes,Elements,xiv.12;De

Cive,I.13.

平等，而不应要求比平等更多的。[119]但只有“适

度”（moderate）的人才承认这种自然平等。有些人拒绝承认人的

自然平等，他们不仅在力量平等（equal in power）时，甚至在自

己处于弱势时，也希望获得超过同伴的优越地位（precedency and

superiority above their fellows），这些人被称为虚荣

（vainly glorious）的人。这样看来，虚荣的人，或者说人性中

的虚荣激情，就成了破坏自然平等，导致战争状态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法的原理》的其他章节中，霍布斯至少从两个不同

的角度证明了，人追求超过他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并不仅限于少

数虚荣的人，而是人性在自然平等状况下追求权力几乎必然的结

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见性的平等面临的一个根本困难在于

人的幸福取决于是否能够超过他人。霍布斯对人的激情进行的系统

分析，几乎完全围绕每个人在想象或概念中对自身力量与他人力量

的比较，以及在这一比较中获得的对自身力量优越的承认

（honour）。由于在霍布斯的世界中整个人生都是这一比较构成的

现实或想象的赛跑，人对荣誉的这一渴望几乎是不可避

免。[120]适度的人可以说是违背人性的人。

而平等与荣誉之间在想象中的矛盾，根源则是“力量”的机械

论特性。在霍布斯看来，一个人的“力量”会对抗和妨碍另一个人

的“力量”的效果。因此，力量或权力不过是一方力量相对于另一

方力量的“超过”（excess）。平等的力量只会彼此敌对取消。这

也是为什么任何对力量的承认，都是对一个人超过另一个人的荣誉

的承认。在一个物体和运动的世界中，只有超出平等的力量，才能

发挥作用，产生效果。[121]机械论的力量（potentia）概念其实

是反平等的。[122]无论从人心无休止的欲望出发，还是最终从人

的力量的机械论性质

来看，那些满足于平等的“适度”的人，都会成为他人力量试

图臣服的对象。基于经验和预见，从理性的角度看，接受平等，采

取适度的态度，并不能导致和平，使一个人免于他人的暴力伤害，

乃至支配的危险。因此，尽管引发敌意的最初原因或许是人群中存

在某些虚荣的人，但这不足以导致普遍的战争状态。对人的力量和

激情的系统分析使霍布斯得出的结论是，人在激情上的差异“必

然”会导致“人类的普遍分歧与彼此的相互恐惧”（a general

diffidence in mankind,and mutual fear one of

another）。[123]因此，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与其说是因为人



的自然激情中存在虚荣，毋宁说是，虚荣彰显了人性在自然平等与

超过他人方面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冲突。[124]霍布斯还在人性中找

到另外两个因素，导致自然平等与比较之间的进一步冲突。霍布斯

指出，人的自然激情中有许多做法会彼此冒犯，特别是语言和其他

导致轻视或仇恨的符号。因为每个人都倾向于高估自己，而对他人

行动、举止、表情和语言这些符号的认识，很大程度与对他人力量

的承认有关，这些语言或符号因此很容易被视为彼此力量较量的一

部分，从而在根本上成为力量比较的符号。而人的经验所积累

的“明智”不过就是对这些符号进行猜测，从而分辨自我与他人之

间在力量上的差异。在人凭借暴力最终决定谁占了上风之前，人的

任何语言举止，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比较的符号，使人与人之间无法

摆脱轻视与仇恨的猜疑。[125]霍布斯发现的另一个激化冲突的因

素是人的欲望往往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能所有人分

享，也不能分给每个人，结果必然是强者

独占。不同人对同一目标的欲望之间存在的竞争，只能通过战

斗来决定谁是强者。

因此，《法的原理》对自然状态的论证，从面对死亡的自然平

等出发，出于虚荣、比较和竞争，因为无法确定谁的力量更突出，

导致大多数人，本来会满足于平等（otherwise would be

contented with equality），最终却陷入了战争状态。这一论证

将人的自然激情的差异放在首位，因此，虚荣的激情成为引发自然

平等与比较之间冲突的直接原因，而大多数人本来可以接受自然平

等的处境，只是始于虚荣者的威胁或挑衅，经过误会与猜疑，才会

导致战争状态。[126]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对人的激情的

整体分析，还是对力量的机械论前提，似乎都暗示，虚荣者的行为

并非毫无用处的“虚妄”（vain），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性基

础。[127]《论公民》对《法的原理》激情论证的修正，在很大程

度上，澄清了这一点。在《论公民》中，霍布斯明确指出，人与

人“彼此之间的恐惧，原因部分在于人的自然平等，部分在于他们

相互伤害的意志”。自然平等与相互伤害的意志共同作用，使人在



自然状态下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一论述更加明确地指出，自然

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彼此相互加害的意志，同

样基于人的自然平等。《论公民》对人的自然平等的讨论，更加突

出了人体结构[128]在面对他人伤害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导致

人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无论你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大的信心，你

都无法设想，自然会使你自己超过他人。那些拥有平等的能力，能

够相应对抗他人的（qui aequalia contra se invicem

possunt），是平等的；而那些拥有最大能力（qui maxima

possunt），即杀人能力的人，其能力也是平等的

（aequalia possunt）。”这段听起来多少有些悖谬的话，清

楚地表明了霍布斯的立场：平等在于人的能力平等（possunt

aequalia），这一能力就是人彼此相互对抗的力量；而人能够拥有

的最大能力，不过是终止他人自我保存的杀人的力量，在这一力量

上，人恰恰是最平等的，即使最弱的个人也可以杀死比他强的人。

人的力量（vis）确实有强弱之别，但作为确保自身安全，防范他

人威胁的能力而言，却是平等的。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无论多大，

都不足以克服杀人能力的平等所导致的疑惧。这正是为什么自然平

等会成为自然状态下人们彼此之间恐惧的原因。[129]但《论公

民》明确指出，自然平等只是引发人们之间恐惧的部分原因，必须

结合“相互伤害的意志”（voluntas mutua laedendi），才能最

终得出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结论。《论公民》列举了三条原因，

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相互伤害的意志—虚荣、才智上的分歧以及许

多人想要同一东西的欲望。这三条原因与《法的原理》的主张并没

有根本的不同，但霍布斯对这三条原因在具体论述上的修正，更好

地说明了他理解自然状态概念的整体思路。

第三条原因在字面上的变动最小，霍布斯几乎用拉丁语翻译了

《法的原理》中的相关段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现在将排在

最后的第三个原因视为产生加害意志“最常见的原

因”（frequentisima causa）。但《论公民》对自然状态的激情

论证，似乎并不能表明为什么排在加害意志最后的这条原因反而成



论证，似乎并不能表明为什么排在加害意志最后的这条原因反而成

了“最常见的原因”。[130]第二条原因的论述在表面上的变化最

大。霍布斯大幅扩写了有关的内容，将论证的重点从符号层面转向

了思想层面。现在引发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才智上的对抗或纷争

（certamen/contentio ingeniorum），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宗教信

条和政治学说上的冲突。霍布斯指出，这会导致最大的不合

（maxima discordia）。不过，这种思想上的不一致其实往往

并不是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加害意志的直接原因。在霍布斯看来，一

方拒绝同意另一方的观点，暗示了后者在有关问题上想错了，而在

许多地方与后者有分歧等于把后者当作傻子。最终，思想的分歧仍

然是仇恨与轻蔑的符号，新加的“嘲笑”更加凸显了思想的分歧通

过潜在的比较产生的加害意志。因此，文字上的大幅变动并不意味

着霍布斯思路有任何根本的变化。[131]对于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

态的论证来说，最有助于澄清霍布斯思路的，反而是对第一条原因

的细微修改。在《法的原理》中，将人的自然性情划分为虚荣与适

度，并将后者视为理性上接受自然平等前提的人，似乎将虚荣的自

然性情视为破坏自然平等，从而导致战争状态的直接原因。但在

《法的原理》其他地方有关荣誉和权力的论述中，我们又发现，霍

布斯同时主张，人追求超过他人的努力，是人性根深蒂固的特点，

甚至人性的理性决定，而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些人的气质差异上。在

《论公民》中，霍布斯虽然仍然对人的性情进行相应的区分，但现

在却明确指出，导致战争状态的加害意志同时来自人群的这两个部

分：

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有加害人的意志，但它们并不是出于

同样的原因，也不该同样受责备。有的人根据自然的平等，所有那

些他给自己的，也允许他人有（这表明他是适度的人，正确地估价

了自己的力量）。而有的人估价自己超过别人，总想要一切都只属

于他自己，要求自己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荣誉（这是一种好斗的天

性）。

对后者而言，他加害的意志来自虚荣和对自己力量的错误估



价。而对于前者来说，他加害的意志出于他反对后者而保卫其财物

和自由的必然性。[132]

无论是虚荣的人，还是适度的人，虽然后者接受平等，前者出

于错误的估价（falsa aestimatio），要求超出平等的荣誉，但二

者都会产生加害他人的意志。虚荣的人促使适度的人也不得不出于

必然性（ex necessitate）来加害他人。事实上，预见到适度的人

的这种“出于必然性”的加害意志，其他的人，不论他本人是否是

个虚荣的人，都会完全理性地具有加害意志。

如果说虚荣的人最初的加害意志是出于错误的估价的话，那么

其后的反应却与适度的人一样完全理性—用霍布斯的话说，“出于

必然”—不该受到责备。因此，只要人群中不能彻底根除虚荣的激

情，或者不能根除大家对虚荣者的猜忌，那么由此产生的加害意

志，无论对于适度的人，还是对于虚荣者，就都出于理性的必然，

而不是出于错误的估价或虚妄的激情。

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对自然平等与相互加害意志的讨论清楚

地表明，激情、理性与经验是如何共同作用，将自然状态构成为一

个战争状态。

从《法的原理》和《论公民》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导致战争状态的人性分析，集中在人性中面对死

亡威胁的平等，与人性中追求幸福、超过别人的欲望之间的巨大悖

论。无论思想的分歧，还是财物的竞争，都是通过平等与比较的悖

谬才导致战争的结果。而霍布斯的分析，则日益将自然平等与力量

比较的冲突从人在性情上的自然差异，构造成为理性在激情的引导

下对未来状态的“出于必然”的预见。

但这一对激情论证的理性与必然性的强调，在《利维坦》的论

证中才最终完成。

《利维坦》对自然状态的激情论证，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颠倒



了《法的原理》与《论公民》中提到的自然状态下导致人与人敌意

的那些主要原因的顺序。霍布斯将《法的原理》中排在最后、视为

补充性的原因“对同一事物的欲望”，改为导致战争状态的第一原

因。这一变动，伴随《利维坦》对自然平等前提在论述上的深化，

系统性地改变了霍布斯对战争状态的人性论证的整体结构。现在，

人在自然状态下对自身权力的理性竞争成为战争状态名副其实

的“最常见原因”，而出于虚荣的错误估价引发的猜忌退入幕后，

成为激发敌意的补充性原因。

《利维坦》除了重复人的自然本性在面对死亡时的脆弱性之

外，试图更加系统地从人在一般意义上的能力平等推导出自然状态

的理性猜忌。根据霍布斯的论述，排除技艺和科学这些既非天生，

亦非获得的能力，人无论在体力，还是智力上，都具有巨大的平

等。而从这一能力的平等，产生了“实现我们目标的希望的平

等”（equality of hope in the attaining of

ourends）。[133]因此，如果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东西产生了欲望，

自然能力的平等意味着他们都有获取这一目标的希望，而一旦他们

无法共享这一目标，他们会将彼此视为敌人。《利维坦》比霍布斯

所有之前的著述，更加直接将自然状态的普遍敌意归因于人的自然

平等。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前提下，任何平等的人，仅就自然而言，

必然将对方视为敌人（hostis），视为是对自己的生命或自由的威

胁。从人与人之间这一必然的纷争和恐惧[134]，任何人要保障自

身安全，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合理手段，尽可能使用武力或诡计来

支配其他人，直到无人能有力量威胁他为止。除非在自然状态中出

现能够有效威慑所有人的绝对不平等的力量，自然平等（能力平等

和希望平等）必然导致所有人陷入不可消除的持久战争状

态。[135]因为人往往将其欲望对象视为自我保存的手段（尽管有

时也是出于个人愉悦），因此他会力图摧毁或压服对方，来确保自

身的安全。竞争是平等者在自然状态下幸存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

必定试图使用暴力来支配他人的人身、妻儿和财物，确保自己在希

望平等导致的纷争中处于相对便利的位置。因此，《利维坦》对自



然平等前提的丰富和补充，与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吵的第

一个原因，在论证上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现在我

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欲望的冲突与竞争，是在自然状态下

产生相互加害意志的“最常见的原因”。

这一改动的一个间接结果，是将人性中的性情差异（虚荣与适

度的区分）当作导致普遍敌意的补充原因，而自然能力的平等产生

的希望平等，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欲望竞争，在霍布斯笔下，成

为战争状态的主要而直接的原因。不过，欲望竞争之所以会引发纷

争和敌意，在霍布斯这里，并不像在后来的康德那里[136]，源于

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导致个体在主观选择上的不相容，这种利益竞

争从来不是霍布斯关心的焦点。在《利维坦》中，希望平等导致的

欲望竞争，根本的目的仍然指向对人的支配（to master the

persons of all men he can），这种对人的支配的增长

（suchaugmentation of dominion）被看作是自然状态中自我保存

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欲望的竞争其实仍然是人与人

之间在权力或力量上的比较和对抗。而从权力的角度看，自然平等

与力量比较之间的固有冲突，除非出现一个在绝对力量上超过所有

人，打破面对死亡的自然平等，从而在人的权衡中，让政治权力的

人为威慑代替死亡的自然威胁，政治性的人为敌人取代自然平等者

的普遍敌人，构建一个面对未来的义务空间，否则不可能以和平的

方式来消除或抑制。

从《法的原理》到《利维坦》，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然

激情何以会导致战争状态的论证进行了反复的修订。在这些修订

中，霍布斯得以更加精确地阐明了他对人性的总体理解。自然状态

之所以是战争状态，并非因为性情上的人性自然差异。欧洲政治史

传统在渴望支配与希望平等

（或不希望被支配）的贵族性情和平民性情之间做的划

分[137]，被霍布斯日益转变为平等的人在理性和激情的共同作用

都会面对的普遍困境，一种人类共同生活必须要克服的根源于自然



都会面对的普遍困境，一种人类共同生活必须要克服的根源于自然

人性的内在冲突。而《利维坦》对激情论证结构的修订，将自然平

等导致的内在冲突更加明确地纳入到激情的构成机制中，并由此逐

步推导出战争状态的结论。通过这一修订，人性在自然能力上的平

等，转变为自然激情在平等下的理性矛盾，而不再仅仅是不同人群

在统治与服从方面的气质差异。

卢梭后来在检讨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学说时认为，霍布斯之所以

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未能澄清自然状态到社会

状态中人性的“自然前进”（la marche de la nature），从而不

能勾画出人的激情从“自爱”这种自然单纯的情感演变成“自

尊”这种复杂的社会激情所经历的“人的情感的自然阶梯”（la

gradation naturelle de ses sentimens）。[138]然而，我们的

分析表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激情的世

界。[139]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出发点—自然平等—的论述就可

以看出，人的自然能力或力量，借助死亡危险的夷平效果，构成了

一个面向未来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这个平等的“空间”，从一开

始就是不断与他人的力量进行比较的想象空间。自然状态得以构成

的人性基础，是始终涉及他人力量和意见的复杂激情。人性在自然

能力方面的基本要素，在霍布斯的笔下，都成为复杂激情构成的环

节—体力面对死亡的脆弱，经验将人与人的彼此估价纳入自身权衡

带来的不确定性，激情从简单激情迈向复杂激情的内在逻辑，与理

性的权衡、疑虑和猜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才经常将自

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的人性心理学根源，归结为激情。这一激情，

不是野蛮单纯的简单激情，而是理性和经验共同作用下构成的复杂

激

情，一种理性化和社会化的激情。[140]霍布斯列举的自然状态

成为战争状态的三个主要原因，实质上就是复杂激情导致人性内在

冲突的关系架构。卢梭所要寻找的“人的情感的自然阶梯”，在霍

布斯这里，不是铺设在从原始的自然状态通向政治社会的自然道路

上，而是矗立在每个人从自然能力或力量出发建构自身激情世界的



理性权衡与猜忌中。敌人不是政治社会中人为制度和组织的有形对

立面，而是平等者在自然状态的想象空间中“自我认识”（Read

thy self）的镜像，最终，就是理性化的激情本身在这一空间中的

折射。而在人为的共同权力出现前，这一始终无法摆脱敌人阴影的

理性化激情只会因其自身固有的冲突，导致自然人性的自我毁灭。

这就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人性论的真正教诲。

（二）自然权利论证：无限自由的法权矛盾从《法的原理》、

《论公民》到《利维坦》，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激情

论证日趋强调这一论证在理性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自然状态导致

战争状态，并非人的自然性情上的偶然差异，而是在经验的基础

上，人的自然激情的理性化后果。霍布斯对于激情论证的这一修

正，使人性在自然平等条件下的内在冲突与在自由方面面临的根本

矛盾建立了更加直接的关联，而后者正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作为战争

状态的另一个论证—自然权利论证—的核心。

早在《法的原理》中，除了可为普通人经验印证的激情论证

外，霍布斯就为自然状态何以成为战争状态构建了一个不那么直观

的自然权利论

证。这一论证的基本思路，在《法的原理》和《论公民》中是

颇为一致的，论证的出发点都是自我保存的自然必然性，而终点是

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141]根据《论公民》第二版的注释，

证明在纯粹自然状态中存在“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的基本思

路是：

（1）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Unicuique jus est se

conervandi）；（2）因此，他也相应有使用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

需的所有手段的权利（Eidem ergo jus est omnibus uti mediis

ad eum finem necessariis）；（3）而哪些手段是必需的，完全

由每个人自己来判断（Media autemnecessaria sunt,quae ipse

talis esse judicabit）；（4）因此，只要他个人判断对于自我

保存是必需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或占据相应的东西（Eidem



保存是必需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或占据相应的东西（Eidem

ergo jus est omnia facere et possidere,quaeipse ad sui

conservationem necessaria esse judicabit）。[142]因此，对

jus in omnia的证明，从自我保存成为权利的第一步开始，经过使

用手段权（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和私人判断权的证成这两个关键

步骤，最后达到了自然状态中所谓“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这一权

利暴露了，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

自然权利论证的开端是将自我保存从一种自然性质或者说自然

必然性转变为法权。霍布斯强调，每个人追求自身善的意志和欲望

都是“不违背理性的”，人趋利避害，尤其是竭尽全力避免死亡，

保存自己的肢体，这一点具有和石头下落一样的“自然必然性”。

他的自我保存，因此“既不荒谬，也无可指摘，更与正当理性

（recta ratio）不相悖”，所有人都说这么做是“正当的且合乎

法权的”（juste et jur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称自我

保存为一项“权利”，是每个人使用自身自然权能无可指摘的自

由。自然权利论证的第一步，之所以能够从自然必然性意义的

自我保存推导出自由权意义上的自我保存，似乎在于霍布斯多少有

些出乎意料地仍然使用“正当理性”和“正当”这些传统客观权利

的概念来论证具有主体权利意涵的自然权利。[143]自我保存的正

当权利，之所以会成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是因为这一权利，

包含了使用手段不受限制的“使用手段权”（omnibus uti

mediis...necessariis）和由每个人自己判断必须该做什么、拥有

什么的“私人判断权”（omnia facere et

possidere,quae...necessaria esse judicabit）。霍布斯指出，

二者都不违背正当理性，因此都在“正当”的意义上，构成了自我

保存权利的附属性权利。

表面上看，无论是作为起点的“自我保存权”，还是扩张这一

权利成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的“使用手段权”和“私人判断

权”，如果都是通过“正当理性”这一标准的衡量才成为权利，那

么“正当理性”多少会对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从而不会产生完



全无限制的“对一切东西的权利”。[144]或许正是针对这一可能

产生的误解，霍布斯在《论公民》的第二版中针对“正当理性”专

门加了一个解释性的注释。霍布斯指出，“正当理性”在这里并不

是指自然能力中不可犯错的理性能力，而是人们真实的“推理行

为”（ratiocinandi actus），也就是说，是每个人自己对他的哪

些行动有利自己、有损他人的真实推理（propria et

vera...ratiocinatio）。霍布斯强调，在自然状态下，这一推理

是他“自己的”，因为在没有公共权力管治判断权之前，无论是自

己的行动，还是他人的行动，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性来加以

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是所有行为的尺度

（measura）。而霍布斯所谓“真实推理”，就是指以人性的自然

激

情论证的全部思路为原则进行的推理。[145]尽管根据霍布斯的

人性理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推理，应该基于经验无可置疑的

原则（indubitable byexperience,all deceptions of sense and

equivocation of words avoided）。[146]然而从这些原则之所以

能够得出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则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这一“真

实推理”本身缺乏共同尺度，只能依靠私人经验。从自我保存的权

利到“对一切东西的权利”的自然权利论证，关键的一步其实是私

人判断权，尤其是私人判断权中涉及的私人尺度的问

题。[147]《论公民》第二版的这一表述，澄清了霍布斯使用“正

当理性”概念的真实用意，表面上他虽然保留了所谓客观自然法权

的传统说法，但在实质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一说法的基本前提。事

实上，早在当时尚未发表的《法的原理》中，霍布斯已经透露了自

己对自然状态下所谓“正当理性”的真实看法：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法官，对事物的名字和称

呼都各不相同，从这种不同产生了争吵，以及对和平的破坏；因

此，对所有可能陷入争论的东西，必须有一个公共的尺度

（commonmeasure）……有人说，这种公共尺度就是正当理性

（right reason），如果在事物的自然本性（rerum natura）中真



的能找到或知道这样的东西，我当然会赞成。但一般来说，那些要

求用正当理性来决定任何纷争的，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理性。而既

然正当理性不存在，某

个人或某些人的理性，就肯定会取而代之。[148]因此，“正当

理性”其实就是私人判断权使用的私人尺度，而不是事物自然本性

提供的公共尺度。

在霍布斯笔下，私人判断权的普遍存在，始终是自然状态持续

的一个主要标志。在霍布斯看来，除非出现拥有公共判断权的仲裁

者，免除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人不可能避免彼此敌意的状态。有关

公共仲裁的自然法，无疑是退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自然法路

径的一个关键环节。而在没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obligation）以

及由此产生的信任（trust）的前提下，这种公共判断权根本不可

能建立起来。[149]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私人判断权与其说

是一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权利，不如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自由，因

为在自然状态中，个体无法走出自身的理性权衡困境，与其他平等

者建立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关系，和平地共同生活。

理解私人判断权对于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重要性，一个重

要线索就是霍布斯著作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主张，即在建立了具

有绝对主权的“利维坦”之后，臣民仍然保留了许多没有，也不能

通过建国契约放弃的“自然自由”，比如，当主权者命令臣民去杀

害、残害自己时，他有不服从的自由。[150]但霍布斯却始终认

为，主权者拥有的惩罚权利并不会因臣民保留自卫权而受到影响。

而且在霍布斯这里，臣民保留的这种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也不会

像在洛克那里，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性的革命权。霍布斯解决这一危

险的关键一步在于强调，在人为国家中，主权者拥有决定全体臣民

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手段的公共判断权：

因为人为建立的国家其目的是为了全体的和平和防卫，任何一

方具有对目的的权利，也就具有对手段的权利；所有具有主权的任



何个人或集体，就有权判断实现和平与防卫的手段，也有权判断哪

些事情是妨碍和扰乱和平与防卫的事情，并因此有权去做任何他认

为必须要做的事情……[151]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中，主权者不受

限制的绝对权利，几乎与自然状态下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一样，都

是从自我保存权利开始，经由手段权和判断权建立的。只不过，在

国家的主权者这里，开端是全体臣民的集体保存，而判断权则是由

主权者承担的公共判断权。[152]正是从这一公共判断权出发，霍

布斯才进一步赋予利维坦的主权者以判断公共学说的权利，以及立

法和司法的权利。[153]因此，在国家建立之后，尽管个人仍然保

有那些与自我保存有关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但却不再有“对一

切东西的权利”，使用手段权和私人判断权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他在

加入建国契约时放弃的自由。[154]自我保存的手段，除非在例外

情况，现在严格地限于和平手段（大部分自然法及其转化的国家

法），而主权者成为公共裁判者，判断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的基本

争端。尤为重要的是（这正是霍布斯与洛克的决定性不同），霍布

斯强调，个人在进入政治社会后虽然仍然保留了自卫权，但却无权

协助他人抵抗国家的暴力。[155]公共判断（裁判）权的维护是确

保主权权威和臣民服

从义务的关键。[156]

从手段权和私人判断权与自我保存权的可分离，甚至可放弃这

一点可以看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证成的关键，其实是何

为“我的”（propria）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真正的界限，而完全由

私人尺度决定。[157]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全由自我充当绝对君主

的一个无限王国。而一旦进入政治社会后，即使自我保存的自然权

利仍然存在，但何为“自我”却已经由公共权威划定了明确的界

限。只剩下主权者一个绝对君主。[158]因此，霍布斯认为，要确

保国家的惩罚发挥作用，构成有效的威慑，并不需要每个人放弃自

卫权，而只需要没有人协助他人对抗国家，从而挫败国家的主权就

够了。[159]这表明每个人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在手段权和私人判

断权的扩展已经在政治社会中受到了有效的限制：“所有完整的国



家，就是指，公民无权（ius）根据自己判断（suo arbitrio）使

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存自己。在这一完整的国家中都存在着主权，比

任何必死者自身所能具有的权力都要大。”[160]因此，在人为的

共同权力存在后，即使当个体采取暴力反抗公共权威时，严格来

说，他也没有完全退回到自然权利不受限制的自然状态中。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霍布斯对战争状态的

自然权利论证的结论：“自然将一切东西给了一切人（Natura

dedit omniaomnibus）。”霍布斯的这一著名论断，并不是要在自

然状态中建立某种“原始共有关系”，更不是指某种不受财产权利

限制的物品自由使用的状

态[161]，整个自然权利论证的实质，是将从自然激情论证中发

现的自然平等与力量比较之间的根本冲突，从绝对自由的角度出

发，转变为一种法权意义上的矛盾。因此，在《法的原理》和《论

公民》的论述中，证成自然权利的所谓“正当理性”，始终是以之

前阐述的人性心理学角度的激情论证为理性原则。[162]而“对一

切东西的权利”其实是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冲突浓缩在一个从绝对

自由出发的自相矛盾的法权概念中。

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下建立的这种对一切东西的自然权利意味

着，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不受任何道德义务的约束或限制，因为

正如霍布斯反复强调的，任何义务，都来自于某种权利的放弃或赠

与，“自由终止的地方才有义务”，而无限权利恰恰排除了这样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16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说，“自然状

态即绝对自由（libertas absoluta）的状态。”[164]然而颇为悖

谬的是，这样一种道德或法律意义上的“放任”状态，或者说，义

务完全缺乏的状态，却被霍布斯刻意描述为某种具有正当性的权利

状态。[165]因此，一方面霍布斯反复强调，在自然状态下因为没

有实定法律和惩罚权力，无法达成有效的信约，也就没有“你

的”和“我的”之分，因此也没有正义和不正义之分[166]；但另

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有权使用一切手段自我保存，这一没有

限制的自然权利被霍布斯视为是“正当的”，“与正当理性不相悖

的”，而“对一切东西的权利”意味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而做的

一切事情都是“出于正当”（rightly）做的。在绝对自由的自然

状态下，没有因权利的放弃或让渡而产生的义务约束力，也就不存

在对任何人行使其绝对自由的道德或法律限制，同样也没有任何对

他人自由权的所谓“尊重”，这正是自然状态没有不正义（sine

jure）的意涵。[167]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状态既是一个没有道德

规范的“放任状态”，却又是一个将“放任”的自由转化为具有正

当性的“权利”状态，或者说，一个任何行为都可以称得上正当，

或至少不是不正当的权利状态。[168]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在没

有人为的公共权力的条件下，最终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

利”。而这一无限制的权利，实质上却等于权利本身的取消：“一

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在效果上不比没有人对任何东西有权利好

多少”；“这种权利在效果上几乎相当于根本上不存在权利（as

ifthere were no right at all）”。[169]这就是为什么从自然

权利的角度看自然状态是自相矛盾的原因。在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

中，没有人为的共同权力，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完全正当地成为了

对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对自由任何外在的限

制，反而导致了毫无权利或正当可言的“效果”（effectus）。正

是在无限的自然权利等于没有权利的这一悖谬效果上，霍布斯称自

然状态作为“（所有人对所有东西的）自由和权利的状态”是自相

矛盾的。“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蕴涵的内在矛盾，直接导致

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170]对于霍布斯论述的无限制的自然

权利构成的这一矛盾状态，许多学

者感到非常困惑，甚至视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主要弱

点。[171]他们要么从个体对自我保存手段的理性判断入手，要么

从自然法的神圣约束力入手，试图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找到一

个前政治或前人为的限制。[172]然而援引“自然法”，或借

助“正当理性”来约束和限制自然状态，虽然能使霍布斯的“自然



权利”，特别是“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显得不那么“悖

谬”，但这样做，在消除自然权利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同时，也等于

否认了自然状态从法权角度看是自相矛盾的状态这一霍布斯的核心

主张，也消除了退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理论必然性，更不

用说瓦解了霍布斯强调只能依靠公共权力才能克服自然状态根本困

难的国家学说。这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

但却能够凭借自然法的统治来约束每一个人，避免成为“放任状

态”（a State of Licence）[173]—但却不是霍布斯的“自然状

态”。这些试图使霍布斯避免自然权利概念中的“混淆”、“悖

谬”或“矛盾”的学者恰恰忽视了，这正是这一概念在自然权利论

证中的真正理论意义。康德独具慧眼地指出，霍布斯正是借助了这

一概念的悖谬将自然状态构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法权状态”：

霍布斯的命题：人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除

了应当说成是战争状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错误。因为尽管人们不

承认，在不受外在的公法统治的人们之间，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敌

对在支配。然而，人们的这一状态，作为法权状态

（statusiuridicus），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并通过它来获得和维

持权利的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人自己都成为他相对于别人而拥有

权利的那种东西的法官。然而对于这一权利，他却无法从他人那里

获得安全感，而他也不给予别人以安全，而是每一方只能依靠他自

己的力量。这是一种战争状态。在它里面，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每一

个人一刻也不停地做好战备。霍布斯的第二个命题：必须退出自然

状态，是从前一个命题得出的结论。这是因为，这种状态是对所有

其他人的权利的不断损害，因为他妄想在自己的事情上当法官，而

在别人的事情上又不给他们安全感，而只让每个人自己的任意选择

（Willkür）来决定。[174]康德准确地指出，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

态，是理性理念的内容，而绝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175]因此，

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最终不仅仅是自然平等导致的人性冲突，

而成为一种法权意义上的理性矛盾。[176]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



必须采纳自然法指明的和平路径，退出自然状态，订立信约，放弃

部分自然权利，建立人为的共同权力，进入政治社会。霍布斯在

《利维坦》中对自然权利论证的修改，更为清晰地揭示了自然权利

概念在论证自

然状态的内在矛盾与指示退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路径

方面起的双重作用。

《利维坦》有关自然状态的讨论，与霍布斯之前著作的最大差

异，就是将整个自然权利论证从自然状态的章节转移到了讨论自然

法的章节的开始。这一讨论不再具有《论公民》中清晰的论证结

构，而是被压缩为一个自然权利的定义。这一定义完全排除了“正

当理性”的概念，强调“自然权利”就是“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意

志，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然，也就是自己的生命，使用其自身权力的

自由（the liberty each man hath to use his ownpower）”；

在自然权利的定义中，从使用自身权力进行自我保存的自由，进一

步推出（consequently）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性（“私人判断

权”）采取他自己认为最适合这一目的的手段（“使用手段

权”），从而做所有这些事情的结论。在接下来阐明第一自然法

时，霍布斯又明确从“自然权利”的定义中的“使用手段

权”和“私人判断权”得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对每个东西都具有

权利（omnium in omnia Jus）的结论（it followeth）。[177]因

此，《利维坦》中自然权利的定义，包含了《法的原理》与《论公

民》中自然权利论证的实质内容。只不过，在《利维坦》的自然权

利定义中，更明确地将自我保存的权利，视为是使用自身所有权力

的“自由”，而不再试图借助“正当理性”的传统表述来论证其

为“权利”。

《利维坦》对自然权利的定义，不仅在内容上再现了霍布斯之

前著作中自然权利论证的基本思路，而且在论证逻辑上也仍然扮演

着揭示自然状态内在矛盾的这一角色。在《利维坦》中，自然权利

概念得出的无限权利（omnium in omnia Jus）结论，被用来阐明



自然状态的实质；只要每个人对一切东西的自然权利仍然存在，任

何人都不会获得安全，从而安度他的自然生命。正是借助早在《法

的原理》中就已确立的这一自然权利论证的基本力量，霍布斯得出

了（consequently）第一自然法，或者所谓“根本自然

法”（the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的“理性的规定或一

般规则”。[178]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自然法权论证，是自然激

情论证的继续和发展。通过将自然人性在自然平等下面临的根本冲

突，转化为绝对自由在法权意义上的自相矛盾，霍布斯也进一步从

政治社会的出发点—自然状态—中排除了从善或恶的角度来理解自

然人性的传统做法—“自然权利并不把任何出于自我保存这种必然

性的行为当作邪恶”。[179]康德准确地把握了霍布斯有关自然状

态的两个命题（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必须退出自然状态）之间通

过“权利”概念建立的关联—正是通过自然权利论证将自然状态构

建成为一个独特的“法权状态”（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义务约

束，但也同样没有不正义的法权状态），霍布斯得以进一步重构自

然法的理性规定，将它重新奠基在自然权利的概念上。[180]下一

步的问题是能否从这一自然权利出发，找到摆脱自然状态困境的路

径。不过，在我们有机会考察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停下来看

看，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实质意涵。

7自然状态与共同体的解体

霍布斯为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提供的自然人性论证与自然权

利论证，从形式角度为现代道德哲学建构了自由平等的人性论基

础。但如果只考虑自然状态的形式意涵，就会将霍布斯的“自然状

态”概念仅仅视为一

种理性的虚构或逻辑的抽象。要充分理解现代人性论的这一基

础，还要把握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学说阐述的人性论的实质意涵。

我们所谓的“实质意涵”，并不仅限于霍布斯政治思想的“历史脉

络”或者“意识形态背景”[181]，而首先是指这一学说在政治哲

学意义上的实质意涵，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的人性论是以何



学意义上的实质意涵，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的人性论是以何

种生活方式和世界图景为基础的。

（一）分析作为“解体”的方法在《论公民》的前言中，霍布

斯申明了自己研究政治哲学打算采取的方法：

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质料入手，然后逐步考察国家的生成，它所

采取的形式，以及正义的最初起源。因为对事物的理解，莫过于知

道其成分。对于钟表或其他自动机器，除非将它拆开，分别研究其

部件的材料、形状和运动，不然就无从知晓每个部件和齿轮的作

用。

同样，在研究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责任时，虽然实际上不能将

国家拆散，但也要分散地考察它的成分，也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

人性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

家，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必须怎样结合在一起。[182]根据霍布

斯对其政治哲学方法的这一说明，要理解国家的性质，也就是它的

形式，首先要研究国家是如何生成的，而要考察国家的生成，必须

从

“构成国家的质料”入手。这一做法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循霍布

斯一贯倡导的所谓“分解（或分析）—综合”的方法。[183]但如

何考察“构成国家的质料”或者说国家的成分呢？霍布斯的回答是

一个典型机械论的类比，“除非将它拆开”（nisi

dissolvatur），否则无从把握各个成分的材料、形状和运动。因

此在分析国家时，“虽然实际上不能将国家拆散（non quidem ut

dissovatur civitas）”，但在考察其成分时，却可以仿佛这些成

分是被“拆散”了一样（ut tanquam dissoluta），从而理解构成

国家质料的自然属性，以及“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

国家”，最终找到这些成分结合的方式，才能进一步研究所谓“国

家的权利和公民的责任”。霍布斯的这一“拆散”的方法，无疑指

的就是建立人为国家之前的自然状态学说。而自然状态的“拆

散”是了解构成国家的“质料”的基本方式。正是为了理解建立国



家的人性质料，霍布斯才明确将自然状态视为自然所经历的一种离

散的状态（nature should thusdissociate）。[184]但这一方法

论的构想，并非理性单纯形式性的虚构或抽象，而是为了建立国家

对人性在实质意义上的“拆解”。撇开自然状态学说对于现代人性

理论的实质意义上的奠基或重构，将无法理解现代国家表面上的形

式性特征。[185]霍布斯试图通过理性的拆解来建立未来政治社会

的基础，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政治社会并不改变人性。在自然

状态下与在政治社会中人的自然激情和理性都没有根本的变化，否

则将后者分解成前者，根本无从理解建构后者的机制。为了进入政

治社会，人性并不需要“一步一步向上走”，让灵魂的新树再生了

新叶。甚至成为一个德性上卓越的“贵族”，都

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可能危及政治社会的建构。[186]更进一步

地说，在人性不因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而改变的理论前提下，在理

性上通过“离散”或者“分拆”的方式构成自然状态，意味着自然

状态就不仅是政治社会的缺失状态，而且还进一步是一种解体状

态。[187]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举了四个例子，用以增强自然

状态学说的说服力：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内战；国家与国家

之间；圣经中该隐杀害亚伯。从解体的角度看，内战其实是理解自

然状态最基本的形态。在内战中，政府的解体意味着人从政治社会

直接退入（degenerate）到了自然状态（the dissolution of

government,to the condition of mere nature）。[188]在这个

意义上，自然状态并不能单纯理解为理性的起点或初始状态，而是

一种通过与（理性的建构意义上的）“生成”（generation）相反

的方式，解体或者“退化”而成的一种状态。这样一种通常被视

为“异常”或者“退化”状态的解体状态,反而成为我们理解人性

的出发点，是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

如果“内战”是自然状态的范例，那么自然状态作为一种解体

而成的状态，就与霍布斯关心的“国家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aCommonwealth）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189]霍布斯在讨论

国家解体时，将内在的无序（intestine disorder）导致的人类共



同生活的解体，看作不是出于质料的缺陷，而是出于人作为质料

的“制作者和安排者”（makersand orderers）的弱点。而这一弱

点的根源是无法建立维持国家的和平与防卫所必需的权

力。[190]因此，无论内战，还是解体，政治共同体瓦解的

根源并不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典政治哲学家认为的那

样，来自构成这一共同体的成员在灵魂和性情上的欠缺，或友爱与

信任的薄弱，从而无法建立自足的共同生活方式，真正的原因只有

一个，就是权力的不足。

将权力不足视为政治社会解体的根本原因，意味着分析政治社

会的基础应该首先关心人作为政治社会权力构成部件的性质。因

此，建立国家的理性分解—综合的思路凸显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对于霍布斯式的国家而言，要害不是个体的德性，更不用说个体对

政治生活的参与，而在于自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与运转。在人为建立

国家前需要进行理性的解体，潜在预设了原有的国家机器运转不

良。拆散原有的机器，可以帮助人造国家的制作者设计一个理性的

图纸，建立运转更好的机器。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生活，而是

如何“建立”一部安全可靠的国家机器。甚至对于社会性道德的培

养来说，重要的也不是个人心性意义上的养成，而是有赖于政治制

度本身对人的塑造，特别是具有威慑性的惩罚权力对人的外在行为

造成的约束效果（以及对人内心法庭中的义务约束力的保障）。因

此，在政治的理性分析—综合中，不仅政治制度成为核心问题，更

重要的是，这一分析隔断了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关联，而集中在

政治制度的技术制造上。形式与质料的分离，权力与善的彼此独

立，成为政治理性化的前提。现代国家正是这一政治理性化的最高

产物。

但对权力和政治制度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从自然状态学说出发

的政治哲学将政治完全理解为公共权力的生成问题。虽然表面上，

自然状态的政治学说试图将古典政治通过政体的共同生活方式为质

料赋予形式的伦理政治关系排除在政治的范围之外，似乎意味着现



代国家放弃了古典政治哲学赋予城邦的教化功能。安全国家取代了

教育城邦，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思想的主题。但这一对现代政治的

理解多少忽视了，即使撇开霍布斯的国家在宗教等方面建立公共善

恶标准方面潜在的教育意涵，理性的拆解和人为建构，本身就具有

重要的“教育”意义。但这一意义，不再体现在古典政治哲学较为

关注的个人德性中[191]，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组成共同体的

人是否能够成为“适合社会”的人。对于“社会性”的教育或者说

训练（disciplina），恰恰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常为人所忽视的地

方，因为人不是生来就适应社会，而是“被造就为”（factus

est）适应社会。[192]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人不具有自然社会

性，但却具有理性社会性。通过纪律训练人的社会性，使人们具有

进入社会的能力，是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重要意涵。[193]霍布斯

人为的政治构建和其先理性的拆解，具有共同的教育功能，这一教

育或纪律，着眼的“德性”，不是个人与他人相比的卓越，而是如

何与平等个体和平生活的社会性道德，是齿轮与齿轮之间如何更好

磨合运转的“适配”特征。

不过，之所以无论政治制度的理性建构，还是社会性道德的理

性纪律，都要以解体为前提，主要因为传统政治形态中包含了阻碍

理性政治运转的障碍。多少有些悖谬的是，这一障碍既表现为抵制

绝对权力的障碍，也表现为对自主个体的限制。无论基于怀旧的情

绪，还是乌托邦的理想，将这一障碍描述为古已有之的自由或者有

机团结的样板，都无法回避现代自然法学派通过自然状态学说对这

一障碍施加的无麻醉的切除手术。只有当人斩断传统政治形态将人

与人结合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共同体纽带，成为像蘑菇一样从地里

长出的人，才能成为适合新机器的零件。摆脱传统的伦理纽带，成

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是平等个体组成人造国家的存在论前提，也是

进一步将自由个体的自主能力建构成为绝对性的共同权力的理性出

发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拆散成了进一步

重构的基础，而“革命”是“制度”的前提。

如果自然状态是通过对政治社会的理性拆解完成的，那么要将



人拆解

成为构成政治社会的成分，就不仅需要排除政治共同体的作

用，而且还要将人通过其他方式形成的种种团体形态及其纽带逐一

加以“拆解”，才能最终达致自然状态中的“仿佛被拆散一样”的

结果。契约论建立的人为国家，恰恰是以这一理性解体过程为前提

的。

（二）家庭关系的重构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

中，还是在霍布斯之前的博丹式的绝对主义主权理论中，自然形成

的，具有内部权威结构的家庭，都被视为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单

位。[194]家庭是具有自然根基的人类原初共同体，其中包含的人

伦关系与权威结构，是政治社会建立统治关系的基础。

但对于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威来说，父权制政治理论面临内在的

困境。

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如果国王是父亲，父亲就

不可能是家长（patriarchs）。而如果父亲在家里是家长，国王就

不可能在其王位上是家长。家长制国王与家长制父亲在术语上就自

相矛盾。”[195]自然状态的理性解体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家庭

这一自然共同体。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状态”就是要假定人与

人之间彼此完全没有义务上的关系。[196]父母与子女的“自

然”关系成了首先必须予以“拆散”的基本关系。但这给自然状态

学说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1656年11月，霍布斯的一位法国仰慕者，François Peleau，给

霍布斯写了一封信讨论有关“自然状态”面临的问题：

许多人用三段论的力量纠缠我，他们想向我证明，在你的政治

学中展示的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在世界上从未存在。我向他们

说，在世界上存在市镇、城市和国家之前，甚至在人与人之间有信

约或协议之前，这种状态确实存在，但对他们毫无用处。我还断



定，在美洲人那里，这种状态依旧存在，野蛮人彼此之间发动所有

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且在挪亚死后，他的儿子闪、含和雅弗如

果想的话，他们也能发动这样的战争；因此，这种自然状态是可能

的。但他们坚持认为，世界上一直存在家庭，而既然家庭是小王

国，就排除了自然状态；而且，一旦家庭的父亲不在了，最大的孩

子，就凭借长子继承权，或抽签的先占权，被视为他父亲财产的主

人，他们认为这就否定了所有人对所有东西的权利。请帮助我澄清

这些问题，好让我叫这些固执己见的人回到理性。[197]显然，在

霍布斯的信徒Peleau周围，许多人并不接受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

学说。Peleau认为在人类共同体出现之前确实存在自然状态，他还

以当今的美洲野蛮人和圣经历史的可能情形作为例子，来证明自然

状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Peleau的解释并未能说服自然状态学说

的反对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世界上一直存在家庭”，既然家

庭也是“小王国”（petitRoyaume），家庭中的支配关系和财产继

承原则就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相矛盾。

霍布斯如何向Peleau进一步解释他的自然状态学说，我们不得

而知。

但家庭的存在给自然状态学说带来的困难，却是现代自然法学

派将自然法学说重新奠基在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概念后面临的一

个严重挑战。霍布斯的同时代批评家布兰霍尔和费尔默，都将家庭

的存在视为否定霍布斯自

然状态学说的主要根据。[198]考虑到从霍布斯到卢梭的现代自

然法学派都将自然状态看作考察政治社会起源及其性质的出发点，

自然状态中是否存在家庭，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究

竟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由像家庭和村庄这样一些前政治的自

然共同体构成的呢，还是由独立于这些共同体存在的个体构成的。

因此，自然状态中是否存在家庭，是理解现代政治联合体性质的关

键问题。

在拒绝接受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人看来，霍布斯有关家庭的



在拒绝接受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人看来，霍布斯有关家庭的

论述，至少在两点上与自然状态学说有潜在的张力或矛盾。首先，

自然状态存在家庭，意味着自然状态中人并非完全孤立的个体；而

且，家庭作为“小王国”，能够建立支配关系和财产分配的原则，

这与自然状态下的绝对自由和自然权利的学说有矛盾。

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原则性描述来看，似乎自然状态不该存

在家庭。自然状态中的人，仿佛“以蘑菇的方式从地里刚刚突然冒

出来”，长大以后彼此完全没有任何义务关系。在自然状态中的所

有成年人都是平等的。这些人都是自己生活和行为的“法官”，都

拥有对所有东西的权利。

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与人关系的这些描述来看，通常理解

的家庭（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和家庭纽带）在自然状态下似乎并没

有现身的可能：自然状态应该是一个孤独状态。[199]然而，在其

著作的许多地方，霍布斯都提到，在自然状态下存在家庭。《利维

坦》列举用以说服读者接受自然状态现实性的第一个例子是美

洲的印第安部落。霍布斯指出，这些野蛮人直至今日都没有政

府，生活在他所描述的“野兽般的”（brutish）状况，但在这些

部落中，仍然存在“小家族的统治”（the government of small

families）。在自然状态的争斗中，人们力图成为他人“人身、妻

子、孩子或牲畜”的主人。[200]这些论述都承认了自然状态下家

庭关系的存在。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在自然状态下家庭的存在，

并不像霍布斯的反对者以为的那样，否定了自然状态这一学说的理

论前提？

在《论公民》第二版中回应人们对自然状态概念的批评时，霍

布斯就已经触及了如何理解自然状态中的家庭关系的问题。根据霍

布斯的理论，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不义，有人质疑，在自然状态

下，如果儿子杀了他的父亲，难道他的做法也没有任何不义可言

吗？霍布斯对此的回答耐人寻味：“自然状态下的儿子不能理解

为，一生下来就处于那个维持其自我保存的人（他的母亲或父亲或



任何维持其生计的人）的权力和权威（imperium）之下。

”[201]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他在《论公民》第九章有关父母对子

女权利的论述，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这一注释提示我们，霍布斯有关自然国家的著名讨论，目的就

在于确定通常所谓的“家庭关系”在自然状态下的形态。而《论公

民》（以及《利维坦》）中对自然国家的分析，出发点就是“我们

必须退回到自然状态”（Redeundum est ad statum

naturalem）。[202]霍布斯从“自然状态”出发对“自然国家”的

分析，主旨是将家庭关系去自然化。“家庭”关系是由父母—子女

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与主奴关系等一系列人际关系构成

的人伦安排。[203]在西方思想中，主要

基于罗马法传统和圣经（以及教会法）传统，对家庭关系的理

解涉及了自然繁衍、法律收养、教养、财产分配与继承以及长幼尊

卑等一系列的人际关系与道德原则。在霍布斯对自然国家的分析

中，家庭关系的这一复杂的经验图景与思想渊源被大大简化了。

“家庭”中所有的自然关系和法律关系都依据“自然状态”的自然

权利原则被重构了。霍布斯从自然状态的理论前提出发对家庭的重

构，始于父母—子女之间的支配关系，终于家长对于人为国家的建

立，大体上包含了三个阶段或步骤，但其中表达的实质意涵却是在

描述“自然国家”的原初母子关系中，展现得最为清楚。

首先，在霍布斯对自然国家的分析中，令人惊讶的是，自然的

血缘关系对于构成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意义。父母与

子女的关系虽然是所谓通过生殖（generation）建立的支配关系，

但却“并不是来自生殖，仿佛父母对孩子的支配关系是因为他们生

了这个孩子”。[204]因为，霍布斯认为，从自然生殖的角度看，

父母对孩子都平等地拥有支配权，但孩子不可能同时服从两个主

人。而家庭的支配权，像国家主权一样，不容分割[205]，因此，

不能简单从生殖这个看起来自明的自然前提确立家长支配的性

质。[206]家庭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或支配关系。家庭作为所谓“自



然国家”，不是人的自然情感关系或天伦纽带，而是一种在自然状

态下通过征服建立的权力关

系：在家庭中，“凭借自然权利，胜利者是被征服者的主人，

因此，凭借自然权利，对婴儿的支配属于那个首先将婴儿置于其权

力之下的人。”[207]其次，在霍布斯对自然国家的分析中，基本

不考虑法律关系对家庭构成所起的作用。霍布斯对“自然国家”的

分析以自然状态为出发点，在这一状态中，没有婚姻法，也没有教

育子女的法律，只受自然法以及男女两性彼此之间（以及对孩子）

的自然倾向的规定。通过排除国家制定的婚姻法在自然国家中的构

成作用，霍布斯在界定父母与子女的原初“家庭”关系时，超越了

以罗马法的父权概念为样板的家庭权威模式，赋予母亲在支配孩子

方面的优先地位。虽然霍布斯将家庭的自然王国称为

paternaldominion，但母亲才是那个“首先将婴儿置于其权力之下

的人”。母亲在支配权上的优先地位，不是因为她生了这个婴儿，

而是因为她有机会率先支配后者。根据霍布斯的论述，母亲这一优

先地位的获得，既不同于罗马法中家父长通过市民法获得的宗亲法

律地位，也不是来自万民法或自然法中通过自然血缘建立的血亲关

系[208]，而是完全基于自然权利。[209]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都

没有义务关系。母子的义务关系，来自于母亲对婴儿的保存：“母

亲可以养育它，也可以抛弃它，如果她养育它，婴儿的生命便来自

（oweth its life to）母亲，并因此有义务服从她，而不是别

人，而由此建立的对婴儿的支配权就属于母亲。”如果母亲丢弃了

婴儿，任何养育这个婴儿的人，便建立了对它的支配权。[210]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决定家庭关系的只

有自然法和男女两性彼此之间（以及对孩子）的自然倾向。但在分

析作为

自然国家的家庭时，他既没有诉诸自然法，也很少考虑自然倾

向在家庭关系构成中的作用。无论在霍布斯之前的罗马法的传统和

古典自然法传统，还是在霍布斯同时代的自然法学者（比如坎伯兰

和普芬多夫）那里，都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自然法角度分析家庭关系



的内容，然而，在霍布斯的自然法清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家庭的

自然法规定。霍布斯虽然明确承认，“敬重父母”（honouring

parents）是自然法，但严格来说，根据霍布斯对“敬重”的理

解，这其实不过是通过外在标志对征服者所具有的不平等权力的承

认，而不仅仅出于自然的感恩。[211]事实上，霍布斯所谓家庭关

系构成受自然法的规定，不过是说，在家庭关系确立的过程中，父

母、子女、主奴之间的关系，和人为国家一样，是遵循信约—同意

这一放弃自然权利的路径，从自然状态建立起来的。孩子对父母的

感恩、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自然偏爱或自然溺爱只是在自然权利构成

的家庭中用以巩固或支持父母和子女建立的支配关系的自然倾向，

而没有独立发挥作用。[212]最后，在自然状态下，家庭关系的构

成，和其他基于征服的国家一样，都假定了被征服者（也就是婴

儿）的同意和信约。许多人把这一点视为霍布斯自然国家理论最严

重的矛盾之一。但考虑到霍布斯的理性构建方

法，“假定”婴儿的同意并不比洛克或罗尔斯类似的理论更荒

谬。[213]关键在于霍布斯为什么赋予“同意”在家庭关系的构成

中以关键的角色。同意在构成原初家庭关系中的作用，揭示了霍布

斯笔下“家庭”关系的自然状态前提。在通过母亲对孩子的征服构

成原初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同意”恰恰暴露了家庭关系潜在的敌

意基础：

如果她养育他，她就被看成是在以下条件下才这样做的：他长

大后不会成为她的敌人（要知道，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即条件

是他会服从她。因为从自然的必然性而言，我们都欲求对我们来说

好的东西。所以，无法想象任何一个什么人给了某人生命，而这个

人长大后却可能有力量并有权利成为他的敌人。现在人人相互为

敌，即谁也不听从谁，谁也无法命令谁。[214]在这段论述中，孩

子明确被看作是与母亲处于自然状态中，然后通过征服被纳入到后

者的支配关系中，因此，孩子不仅与母亲在潜在意义上处于自然平

等和自然自由的关系（二者就像两株没有关系的蘑菇），甚至是母

亲潜在的敌人。[215]正是在对潜在敌人的征服的意义上，霍布斯



认定，每个生育了孩子的妇女，都同时是母亲，也是“女主

人”（domina）。因此，孩子假定的同意，就和奴隶许诺的服从一

样，将二者从平等者之间潜在的敌人关系转变为具有义务的家庭关

系。这一家庭关系，在母亲一边是通过抚

养（或者说保存）婴儿构成的，而在婴儿这里，则是通过假定

的服从建立的：“因为生命的保存是一个人臣服另一个人的目的，

对于其权力可以挽救或毁灭他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允诺服从。”任

何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超出自然状态的关系，其根本目的都是自我保

存，孩子与母亲也不例外，孩子假定的同意以及在此基础上孩子对

作为女主人的母亲的服从，揭示了家庭关系的构成逻辑：家庭关系

和人造国家的主权服从的义务一样，其实质都是保护与服从的相互

关系。因此，霍布斯才断定，任何一个理性足以统治自己私人家庭

的人，都足以理解建立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216]

从霍布斯对自然国家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人让孩子服从自

己，受自己统治的管辖，凭借的所谓“自然力量”，不是通常理解

家庭作为自然共同体和自然血亲关系的“自然”关系，也不是父母

生育子女中体现的自然“生成”过程，而是在自然状态中依据自然

权利和自然自由建立的支配关系：“就是能够在孩子拒绝时，他就

可以毁灭他们”[217]，一种可以致人死地的自然暴力。在这一点

上，家庭的建立逻辑与征服建立的主奴关系没有差别（“或者用战

争使其敌人臣服于他的意志，在此条件下赦免他们的生命”）。现

在，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不仅在自

然状态中存在家庭，而且家庭关系就是根据自然状态的基本原则构

建的，其核心要素从传统的自然血缘、亲属网络、法律拟制（特别

是收养）和共同生活转变为征服、保存与同意基础上的服从，生殖

提供了“率先征服”的机会，父母的养育和子女的敬重则被理解为

征服一方的保存或保护与被征服一方许诺的服从之间的相互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潜在平等和自由的陌生人之间建立的人为关

系，建立家庭不过是将陌生人在自然状态下潜在的敌对关系通过征

服和保存转化为一种家庭“义务”（obligation）。从自然状态出



发重建的家庭关系，骨子里是一种“人为

关系”。[218]因此，自然状态下存在家庭，不仅不是对自然状

态学说的否定，而且，霍布斯重构的家庭关系甚至可以用来证明自

然状态学说的合理性：对于那些不相信根据人的激情得出的自然状

态描述，霍布斯建议他考察一下自己家庭的经验—“就在屋子里，

也要把箱子锁上……试问他把箱子锁起来时对自己的孩子和仆人是

什么看法。”[219]

只有在从霍布斯对家庭关系的去自然重构的基础上，我们才能

理解他的作品中广泛存在的所谓父权制或封建社会家庭纽带的“残

余”。[220]霍布斯明确指出，父亲的权利来自母亲的原初征服获

取的支配权利的让渡或进一步征服，是“衍生的权利”（ius

deriuatum）。[221]在自然状态下，甚至父亲本身都是由母亲指认

的。[222]但通过父亲对母亲的征服，母子的支配关系才变成了以

父权为核心的家庭。[223]这一表面上带有浓厚父权色彩的家庭，

基础不是婚姻（因为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婚姻法），而

是父亲作为绝对君主对孩子、妻子和仆人的一元性支配：父家长、

孩子和奴仆，凭借父权结合在一个公共人格（persona civilis）

中，就是家庭。[224]而且，

严格来说，在重构家庭的第二步，无论是通过进一步的征服，

还是彼此之间的契约安排，将夫妻关系纳入“自然王国”中，父亲

都并不必然能战胜母亲。霍布斯指出，认为支配权只属于男性的想

法忽略了，“男女两性之间在力量和明智方面的差异，并非一直这

么大，以至于这种支配权，无需战争就可以确定下来。”[225]既

然家庭关系的支配权只能通过战争确定的不平等来构成，那么家庭

关系重构的第二步，男女之间（或者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如同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一样，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由自然平等和

自然自由的逻辑来决定。

但在男女自然平等的前提下，“父亲”是如何通过对母亲的第



二次征服建立一个父权制的家庭的？或者说，最能体现自然状态前

提的母子支配关系如何转变为一种围绕家父权建立的具有传统色彩

的父家长制的王国（Patrimonial Kingdom）的？在霍布斯的著作

中，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回答。[226]但与许多女性主义者的

解读不同，家庭虽然是通过“父亲”对母亲的第二次征服建立起来

的，但与原初征服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说霍布斯的家庭定义是围

绕父权的焦点来理解家庭关系的话（家庭成员通过父权统一在一个

公共人格中），那么这一父权的人为性质与支配形态，在根本上，

不过是母亲对婴儿的第一次（原初）征服的延伸或者加

强。[227]不过，无论是母亲基于征服的原初支配权利，还是父亲

衍生的支配权利，一旦建立了家庭，其权利的性质就与人为国家的

主权性质一样。这

个“家”，如果不是别的国家的一部分，本身就成为一个“小

王国”，而父亲或主人就成为“小王国”的主权者。虽然其力量较

之于一般主权国家仍不足以保全自身，但主权权利的性质却没什么

两样。[228]自然状态下的家庭被理解为“小王国”并不是对父权

制理论的肯定，反而是从人为国家的理论逻辑重构家庭的结果。在

这一点上，霍布斯与费尔默的理论逻辑刚好相反，后者虽然受到绝

对主义主权思想的影响，但大体上仍然从财产支配权和父家长权的

结合角度来理解国家主权者。这种从家到国的保皇党思路，依旧是

传统社会形态的逻辑，而霍布斯以人为国家为模式的“家庭”重构

思想，表面上相当保守，却蕴涵了“革命”性的后果。[229]最能

体现霍布斯重构家庭的自然状态逻辑与其传统社会语境之间的历史

关系的，就是霍布斯如何理解自然状态下的家庭与构成国家的基本

单位。一方面，霍布斯在理论上建立人为国家时假设国家的基本单

位是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每个人与每个人），但另一方面，霍布

斯与博丹等人一样，也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家庭是国家的开

端[230]，国家是由家长建立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拥有自然国家绝对权力的父亲或家长放

弃权利、建立主权权威实现的。当家庭被纳入国家之中，它就像国



家内的其他私人团体一样，虽然在其内部家长可以统治整个团体，

充当家庭成员的代表，但家庭成员对他的义务不能超出国家法律允

许的范围。[231]家庭关系在历史次序上的优先性，是以人为国家

在理论上的优先性为前提的。

至此，霍布斯从自然状态出发对家庭的重构才算完成，这一重

构有

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建立了母亲的原初支配，从而解体了家

庭的自然基础和历史传统；第二步是借助契约让渡或进一步的征

服，将母亲的原初支配转变为以父亲为权威代表的父家长“家

庭”形态；最后则是通过“小王国”家长绝对权利的让渡，将这一

父权王国纳入到人为国家之中。在霍布斯重构家庭关系的前两步

中，“家庭”仍笼罩在自然状态的基本逻辑之下，不仅作为“小利

维坦”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而且在没有足够威慑力的公共权力

的情况下，父母子女内部的自然支配关系，并不足以借助孩子假定

的同意或信约，保证这一关系免受自然状态下潜在敌意的威胁。因

此，严格来说，只有在家长们建立政治社会，并订立婚姻家庭的法

律，将自然法有关的规定转变为依靠国家的惩罚保证的实定法，家

庭才彻底走出自然状态。家庭关系的建立，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

提供一条脱离自然状态的路径，而只不过是建立支配权力的某种方

式。因此，霍布斯对家庭的重构仍然以其对现代人为国家的契约论

阐述为归宿。而其作品中的父权制色彩与其说是历史语境的限制或

历史传统的残余，不如说是自然状态下的平等个体得以建立支配关

系的一个中间环节。

（三）教会的解体在霍布斯经自然状态的拆散后理性重构的一

元国家中，最大的困难是宗教。宗教在人性中有其自然的种

子。[232]霍布斯无意根除宗教的自然根源，这也不是自然状态的

理性“解体”活动的目的。自然状态的“拆解”并不是要无中生有

地创造人性质料，而是在人性中摸索任何可能发展成为私人支配关

系的“棱角”，防止其成为共同权力的障碍。人性出于无知对不可



见事物力量的永久恐惧，固然是迷信与狂热的根源，从而成为国家

世俗权力的重大威胁，但同样也可以成为促进和平与服从的手

段。[233]

霍布斯因此特别强调宗教的自然根源与人为培育（cultus）之

间的不同。[234]但无论是异教政治，还是基督教政治，宗教“培

育”或敬拜的重要问题是通过宗教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

霍布斯对教权的分析，勾画了这一权力如何从教导性的关系逐渐演

变成政治性的关系，而自然状态学说则通过“解开”教会政治权力

的“结”，让其重新退回到自然状态下的意见和说服的关系。在这

一拆散教会的过程中，霍布斯将现在的教会与未来的上帝之国分

开，从而在原则上解构了教会独立的政治权力。然后才在这一教权

的“自然状态”中，通过人为国家的建立，确立教会的公共人格，

通过教会的国家化，将教会从信众的独立集会，转变为法律化和政

治化的教权。霍布斯对教会权力的历史拆解与理性重构，完好地体

现了“自然状态”在现代政治哲学建立理性政治秩序的过程中的枢

纽角色。

霍布斯对基督教会的历史分析表明，教会作为信众的集会，在

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情况下，逐渐从意见教导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权

力的支配关系。基督的职司本是教师，通过奇迹，说服人们相信，

而不涉及政治权力，其建立的各种圣礼，主要是“纪念性”的（类

似摩西与上帝订约时设立的割礼），并不具有法律的意涵。因此，

耶稣留给使徒的“教权”也只是协助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于通

过说服使人相信，与“强迫和命令完全没有关系，而只取决于来自

理性或者某种人们已经相信的东西的论证得出的确定性或概然

性”。在使徒的职司中，并不包含任何对于信众集会的权威。除

籍，作为将某些信众排除出集会的权力，在没有政治权力支持的情

况下，被霍布斯严格限制为“不予其交往”的私人性质的权力，只

属于聚会场所的所有人，因此，严格来说是一种财产所有权。这种

权力只针对信众的外在行动的方式，而不可能触及其内在的意

见。[235]霍布斯承认，使徒集会，特别是其后教父们召开的公会



议，力图在信

条和行为方式的教导方面达成一致，但因为这种会议并不具有

立法权力，因此本身并不能产生具有约束力的结论，让其他基督徒

服从。因此，公会议的决议，只是建议，而不是法律。霍布斯始终

坚持的宗教政治原则是，在教会的各项规定通过主权者的命令成为

法律之前，都只具有教导的意义。只有主权者，才能将教导性的建

议转变为约束性的法律。[236]但从教会的历史发展看，耶稣及其

使徒在会众中的教导性权力，经过后来教会的“培植”，逐渐演变

成了一种政治权力。使徒虽然具有“智慧、谦卑、诚实和其他美

德”，但信众对他们的服从却只是出于敬意，而不是出于义务，因

此，这时信众的良心仍然是自由的，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他们

的言论和行动都只服从世俗权威。此后，随着信众的增加，教会长

老在确定他们教导时要遵循的教义内容时，他们组成的公会议虽然

没有真正的立法权力，但却能促使信众相信他们有义务

（obliged）遵从这些教义，并采取除籍的办法施加威胁，教会中

服从义务的建立被霍布斯称为限制信众自由的第一个结。进一步，

随着教会长老的增加，主要城市或行省的长老就建立了管辖地方长

老的权威，并取得了“主教”的封号。主教权威的建立是限制基督

徒自由的第二个结。最终，当罗马主教（作为帝国首都的主教）获

得了支配帝国所有其他主教的权威时，就建立了教皇体制，这是教

权的最后一个结，从而完成了教权的整体“综合—构

建”。[237]“人们造的东西是怎样编织的，也会怎样解开；途径

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过来。”霍布斯指出，在英格兰历史中出现

的“分析—分解”（analysis-resolution）教权的步骤，正好经

历了与上述教权建立的“综合—构建”（synthesis-

construction）步骤次序相反但途径完全一致的过程。伊丽莎白女

王完全瓦解了（dissolved）教皇的权力，由此解开了教权的第一

个结；其后，英格兰的教会长老推翻了主教的权威，拆开了第二个

结；而

几乎与此同时，长老的权力也被剥夺了。这样束缚或限制基督



徒自由的各种权力或权威就都被拆解了。英格兰的信众重新回到

了“原始基督徒的独立状态”，人们不再依据别人的理性在良心和

信仰的事务上做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在信仰问题上，英格兰教会

的“拆解”使人们回到了宗教的自然状态。[238]霍布斯对教权

的“综合—构建”与“分析—分解”过程的对照分析，清楚地揭示

了自然状态的形式性方法所隐含的权力重构的实质意涵。只有使教

会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法团性权力解体，才能使进入政治社会的公

民回到宗教的自然状态，并在这一类似原始基督教的自由状态中，

建立基于契约国家的理性权威，让世俗主权者统揽宗教事务，建立

对世俗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一元性支配。霍布斯对教会的解体与重

构，是在人心恐惧与焦虑的深处，斩断历史与传统培育的教权纽

带，清除理性建构的政治制度可能面临的“精神”障碍，以便人能

从“精神”的自然状态出发，建立与新的政治和道德世界相应的信

仰或礼拜秩序。

（四）法人团体的重组现代人为国家的绝对权力在权威上面临

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在历史和传统中形成的各种法人团体。如果说

教会是满足宗教的自然需要的人为法团的话，那么满足各种公私需

要的世俗性法人团体，无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丹的

绝对主义政治图景中，国家就是由这些法团构成的。[239]在霍布

斯笔下，这些团体同样是“人造人”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家庭，还是宗教团体，霍布斯都看作是在国家

之下的某种“团体”。[240]霍布斯将法团—无论公私—划分为正

规与非正规、合法与非法

几种。非正规（irregular）的团体虽然也是人群的集合，但这

些人群之间却没有形成代表结构，因此不能通过人与人彼此之间的

义务关系建立意志的统一性，而只不过是意志或倾向的外在相似，

所以只是联盟关系（leagues,foedera），而非正规的法团关

系。[241]事实上，霍布斯认为，在一个国家内，臣民之间组成

的“联盟”大部分是不必要的，包含了非法的图谋。



正规的法团关系，和国家一样，都在法团成员与公共人格之间

通过契约、同意和授权建立了代表关系。但之所以在正规的法团

中，又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就在于法团并不能脱离国家的权威

独立构成自身的代表关系。除了国家以外，所有其他法团的代表关

系都是有限的代表，只是对法团成员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进行代表，

因此，被称为是国家之下的“从属团体”。如果在生活的所有意向

和目的上都对成员进行代表，这样的法人团体，就和国家分庭抗

礼，成为有碍和平与防卫的独立支配关系。从霍布斯对教会的分析

可以看出，法人团体一旦试图具有独立于国家权威，从而规定其成

员生活的整体性权力，就危及了国家的一元性统治权力，必须借助

自然状态的理性解体，解开约束社会成员的权力的结，从而让社会

成员回到自由而平等的自然状态中，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法人团体

重构为一种有限团体。

而从霍布斯对教会的考察也可以理解“合法”团体与“非

法”团体这一区分的关键所在。在国家与法团之间，关键的分别是

谁有权力制定善恶的公共规则。除了国家对人为团体的成员的绝对

代表，任何其他团体的有限代表都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自身不能

通过其“私有法律”直接建立特权。

但霍布斯敏锐地指出，非正规的团体其实大部分都是“非

法”的团体，这两个区分在实质上具有一致性。非正规的团体在通

过信约将人群联系在一起时，如果没有赋予代表这一法团的人或大

会以某种权力，迫使参加这一团体的人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自然状

态下，这样的团体就无法克服正当猜忌的出现。在自然状态下，正

如其他借助信约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

义务关系一样，法团也需要建立威慑性的权力，来实现这一团

体的目的。

而这一权力就不仅是为了支持法团的具体目的，而总是会具有

维持安全和防卫的一般目的。法团的建立，就其需要权力来维持团



体的统一，达成团体的目的而言，总是趋于超出有限的代表目的，

这正是霍布斯担心法团沦为非法的“党派”（faction）或阴谋集

团的原因：“所有私人的权力联合，如果是为了坏的意图，就是不

正义的，而如果处于未知的意图，对于公众就是危险的，因此不正

义地隐藏了其目的。”[242]因此，法团必须严格依附于国家的权

威，受制于国家的法律，不能成为独立的权力。

霍布斯对法团关系的理解，与他对家庭和教会的处理一样，一

方面，他将家庭、教会和法人团体依据从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然权利

的放弃和征服的同一逻辑来加以理解，这样，家庭、教会和法团，

都是不同程度与意义上的“人为国家”，通过同意或信约建立人与

人之间的人为义务关系，并具有相应的权力来保障这一义务关系；

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这些团体都极端类似国家，才都构成了对国

家的潜在威胁。霍布斯对它们的分析，最终都强调了其权力被国家

的共同权力所吸收和限制的方式。

（五）自然状态与人民不过，在政治哲学上，霍布斯面临的最

大的“法人团体”的挑战来自人民的主权地位。在这方面，霍布斯

自己思想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揭示了自然状态学说的

解体意涵。

在霍布斯通过理性解体构成的自然状态与理性构建的人为国家

之间的联系环节是契约。但政治契约并非现代国家的独特因素。在

中世纪政治传统中，契约观念始终是构成统治关系的核心要素。甚

至在霍布斯的同时代，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都一致强调契

约在规定统治关系中的重要性。但这一国王与人民的契约，与霍布

斯阐发的契约论根本不同。霍布

斯的契约是一种所谓“社会契约”或者说统一体的建立契约，

而非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统治契约或臣服契约。[243]这一契约理

论的根本变化，源于人民从法团性质的独立团体转变为一种通过政

治方式人为构成的“统一体”。在霍布斯的早期著作《法的原理》

中，“人民”仍然作为一种由原始民主制构成的独立的“集体力



中，“人民”仍然作为一种由原始民主制构成的独立的“集体力

量”。

虽然霍布斯强调，“人民”（populus）与“群

众”（multitudo）不同，是拥有单一意志的单一实体。但霍布斯

此时认为，只要“自愿集合在一起的一群人……受到了多数人同意

的约束”，就可以从彼此毫无关联的群众（multitudo

dissoluta）中识别出“人民”来。因此，在前期的国家理论中，

霍布斯把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路径看作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将民主

制视为政治社会的开端，贵族制和君主制都是处于民主制中的人民

通过多数人决定进一步让渡或转移主权的结果。[244]虽然霍布斯

坚持，建国契约的性质否定了人民通过多数人的决定废黜君主的可

能，但这一理论仍然给否定主权者的绝对权力留下了理论上的可乘

之机[245]，也未能彻底摆脱与统治契约思想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人民和统治者的）双重主权学说的困难。[246]在《利维坦》

中，霍布斯的代表和授权的理论，明确否定了脱离主权者的公共权

力的建立独立构成人民的可能。根据新的代表理论，建国契约建立

了主权者对于所有臣民的绝对代表，从而承担了国家的公共人格。

霍布斯明确地指出，“国家的统一在于主权者的单一人

格”。[247]是主权者作为代表者的单一人格，而非被代表者自身

的统一性，确保了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统一体”：

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的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

了单一人格；因为这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

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248]依赖代表者的统一性来建立

政治统一体的统一意志，意味着霍布斯放弃了自己早先在《论公

民》中通过“人民”概念理解国家的主权和公共性的方式，也不再

简单地把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等同于原始民主制的多数决定逻辑，

而是更加明确地将这一统一性与主权者的统一人格联系在一起，人

民与多数决定原则被贬低为一种决定谁来承担国家公共人格的途

径，从而彻底排除了人民与统治者同时拥有主权或承担主权的双重

主权学说。[249]在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过程中，自然状态与政治



统治之间不再存在一个人民形成、统治者尚未得到授权的模糊地

带，而是只有建国契约一个关键性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

因为没有足以代表所有人，因此将所有人意志统一在一个意志中的

主权者，人民就只是“解体的群众”；而在这个临界点之后，主权

者成为将所有人组装在统一国家机器中的那个“灵魂”。在霍布斯

成熟的政治统一体学说中，自然状态下解体的群众，并不能单纯通

过集会或者聚集，构成人民。人民只能通过政治共同体的构成而一

并构成，脱离了主权者的人民，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事实上，在

《利维坦》中伴随着代表理论的提出，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几

乎完全消失了。[250]从霍布斯“拆解”家庭、教会、法人团体，

乃至人民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借助自然状态的概念，霍布斯将

这些社会纽带及其中的支配

关系都转变为自由平等的人之间通过同意、契约或授权建立的

人为关系，然后根据国家对每个独立的社会成员的绝对代表建立了

高居在所有社会关系和中间团体之上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

没有自然状态的理性拆解，也就不可能重新组装一部具有绝对主权

的国家机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无义务、无纽带之间的孤立

关系，是霍布斯构建人造的“利维坦”的基本前提。而霍布斯对于

妨碍现代人为国家建构的种种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和法团结合的

解构，就成了其通过自然状态学说分析建国质料的主要内容。

从历史的角度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实现的“理性解

体”首先针对的就是法团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正是从各种法

团构成的复合王朝国家开始的。[251]在博丹阐述的主权理论

中，“绝对主义”国家中仍然遍布着家庭、教会以及各种公私法

团。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对于每个个体社会成员直接而

平等的统治，政治秩序仍然要借助各种局部的、有限的支配关系来

实现，主权者超出这些支配关系的“完满权力”仍然是对于支配关

系的权力。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所解体的正是这样的政治世

界。[252]不经过这样的解体，从地位到契约的变化是难以想象

的。[253]法团国家的解体，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生产关系的发



展或所谓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法团国家的解体，

第一次赋予革命在政治哲学中以构成性的角色。作为英国政治思想

的敏锐观察者，休谟曾经指出，自然状态，不过是在这个具有最高

程度自由的国度中，以自由为原则出发的政治暴力：“在一个人类

最文明的社会中不断更新这种狂野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意味着

一种不受惩罚的暴力和无序，从根源上

看，这一学说与“原初契约”的学说一样，都是误将一种革命

体制（theestablishment at the Revolution）当作政府的起

源。[254]休谟的这一深刻观察，触及了自然状态学说的实质意

涵。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阐述的自然

权利和自然法的理论，实际上为现代政治勾画了一个从革命到宪政

的路线图。自然状态的“解体”是新政治的起点。只不过，休谟的

评论尚未完全揭示出，在现代政治的这个开端处，究竟隐含了什么

样的生活理想。

8被抛者的世界：世界的取消与自然状态的最终解体

在《论公民》中，霍布斯使用了一个多少突兀的比喻来描述通

过“解体”消除了所有共同体纽带的，从而完全没有义务约束

的“自然状态”：

我们假设再次回到自然状态，将人看成像蘑菇一样刚从地下冒

出来，彼此不受约束地成长起来的。[255]霍布斯最敏锐的批评家

费尔默指出，除非他头脑里想象所有人一开始就以这样一种蘑菇式

的方式，一起被创造出来，彼此毫无依赖，否则现代自然法学派主

张的所谓自然权利就是完全不可理喻的。[256]霍布斯的“像蘑菇

一样”（fungorum more）成了现代自然法学派对自然状态中的人

性处境的奇异描述。然而，霍布斯的这一比喻本身却并非像蘑菇一

样凭空出现的。接受霍布斯有关人性基本原则的普芬多夫承认，这

一自然状态的形象与圣经对人类始祖的描述大相径庭，但他却发

现，在更早的异教作家那里，也有



类似的想法：“据说像某些异教作家所言，全部人类在一开始

就像青蛙一样从地下蹦出来，或者像在卡德摩斯的故事中一样，播

下了种子，就作为兄弟从地下冒出来。”[257]普芬多夫的评论，

向我们提示了霍布斯这一著名比喻背后的思想线索。霍布斯的自然

状态学说，在颠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动物”以及相应的从家庭

到城邦的自然成长过程时，隐蔽地呼应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事关

政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曾经以相当有争议的方式出现在所谓“高贵的谎言”中。

在《理想国》中，为了理解正义的性质及其对灵魂的影响，苏

格拉底和他的同伴建立了一系列道理的城邦，试图通过考察城邦中

的正义来帮助我们看清灵魂中的正义。因为格劳孔感到，他们建立

的第一个简朴的城邦只是一个“猪的城邦”，缺乏生活的“滋

味”，苏格拉底为了满足格劳孔对生活中更丰富，也是更高贵东西

的要求，为城邦添加了许多让生活舒适、增加生活光彩的东西。但

当生活从只关心必需的“健康的城邦”转变为“发烧的城邦”，就

出现了恶与战争，因此这个城邦就需要专门的战士和统治者，这就

是《理想国》中所谓“护卫者”的出现。这样，这些在言语中建立

城邦的立法者们，就不得不面对色拉叙马库斯在《理想国》第一卷

提出的挑战，如何避免掌握城邦公共权力的这些统治者转而为自己

谋取私利

发现这一隐秘关联的不只普芬多夫一个人。边沁在比较费尔默

和洛克有关政府起源的不同学说时曾经指出，费尔默的父权制学说

到处都有经验的实例，而洛克的学说却从没有人见过实例。接着边

沁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洛克设计的政府，在人们聚集在一起制

造出一个政府前，根本对政府一无所知。洛克的思辨如此之深，推

理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浑然忘记了，他进入世界时并未成年。根据

他设计的政府，人进入世界都已完全长成，全副武装，就像卡德摩

斯在他的黄瓜地角落播下的龙牙结出的果实一样。受到龙牙子孙命

运的警示，洛克的孩子们，在降生之前就在心中默记了奥维德的

《变形记》，在坐下来吃他们的主显节糕饼前，就得选好了国王和



王后。”边沁的手稿，“Locke,Rousseau,and Filmer’s

Systems”,转引自Elie Hal vy,La Formation du

RadicalismePhilosophique,Paris,F.Alcan,1901-

4,Vol.I,appendice,III.“Bentham et la Theorie du

Contratoriginel”,pp.418-9;比较Hobbes:“Considering men

therefore again in the state of nature,withoutcovenants or

subjection one to another,as if they werebut even now all

at once created male andfemale”.Elements,XXII.2.

呢？苏格拉底提出两个办法来回应这一挑战，一个是在护卫者

中建立最低限度的私人所有，另一个就是对护卫者的信念教育，特

别是通过“高贵的谎言”来说服他们或城邦的其他人。

苏格拉底犹犹豫豫地讲出的故事，就是类似卡德摩斯播种的腓

尼基故事。《理想国》中这一“高贵的谎言”，人们津津乐道的是

将城邦居民划分为金银铜铁四个等级的部分，然而这一故事却是从

一个城邦所有成员皆为兄弟的故事开始的：

我们给他们（指护卫者，引者按）的培养和教育，所有他们经

历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梦。而真相

是，他们自己当时是在大地之下就已经被塑造和培养了，他们的武

器和其他装备也已经被造好了；而当他们一切都成了，土地作为他

们的母亲，就把他们送上了地面到世界上来；而如今，他们一定要

把土地看作母亲和哺育者，想着她，如果有人攻击，保卫她，并将

其他公民当成同一土地母亲所生的兄弟。[258]这部分故事，与讲

述城邦公民具有不同金属品质的另一半，用意相同，都是为了让护

卫者更加关心城邦和彼此，而不是他们自己。只有想办法让护卫者

相信这一故事，他们才能像“哲学家—狗”一样，对敌人像狼，却

对被自己统治的公民同伴温和友善[259]，从而避免洛克日后在霍

布斯的“利维坦”那里发现的问题，当自然状态下所有的狼都解除

了武装，唯一剩下的就成了狮子。[260]苏格拉底的“高贵的谎

言”中护卫者无父无母的土生（autochthony）神话，并不是柏拉



图的发明，而是在希腊广泛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起源神话，

尤其在雅典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61]苏格拉底

在《美涅克塞努》中背诵了自称出于阿斯帕西娅—据说是伯利克里

的演说导师—之手的阵亡将士演说，开头就描述了雅典公民祖先

的“土生”神话：

有关他们高贵的出身，首先就在于他们的祖先不是外来的移

民，也不是归化的异邦人的后代，而是土生的人，他们真正居住和

生活在自己的父母之邦，不是像其他民族一样被继母收养，而是为

他们所居住的大地母亲所抚养的，现在他们死后，又躺在了他们熟

悉的地方，生养他们的土地又再次接纳了他们。因此，最恰当的做

法就是首先赞美母亲本身，这样也就同时赞美了所有这些人高贵的

出身。[262]雅典阵亡战士的祖先，没有自己的父母，而是大地母

亲“土生”（υτóχθονα）

的，这就是他们高贵的出身，而现今体现在他们为父母之邦献

出自己生命的牺牲中。在土生神话的背景下，今天的战士，通过阵

亡，与他们高贵的祖先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再属于自己的家庭，

不再考虑他们自己的父母或子女，他们重新回到了真正的“大地母

亲”的怀抱。

在《美涅克塞努》的阵亡将士演说中通过赞美战士的祖先及其

母亲建立的政治图景，正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希望借助“高

贵的谎言”在护卫者，进而在整个城邦中培养的政治信念。这一信

念与他试图解决统治者困境的另一个方案—护卫者的财产共有和家

庭的取消—一样，都是要试探政治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重新塑造

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所亲所爱的信念，限制不正义对人心的影

响。从《理想国》后面的讨论可以看

出，在家庭生活中对私人财物欲望的关切和助长，是苏格拉底

与其对话同伴建立的城邦最终败坏的主要根源。因此，为了预防城

邦败坏的这一顽症，“高贵的谎言”才从根本上强调，生育和塑造



一个人的，不是他的自然父母，而是所有公民共同栖居的城邦土

地。

只不过在雅典城邦的“土生”神话中，“土生”的殊荣只属于

城邦的奠基一代。[263]城邦今天的战士，即使付出了生命，也只

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土地。而在苏格拉底的故事

中，每一代的护卫者，都要被大地母亲从养育好他们的地下送上

来，他们一出现在城邦中，就已经是完全的成人（“当他们一切都

成了”）。这样，在《美涅克塞努》的阵亡将士演说中用来建立雅

典城邦光荣传统的“土生”神话，就被苏格拉底赋予了一种颠覆传

统的“革命”色彩。要消除城邦统治者追求私利的危险，每一代护

卫者都必须像雅典城邦的奠基人一样，没有父母家庭，甚至也没有

传统，他们是作为全副武装的成人突然出现在城邦之中，无论出

生、养育，还是他们使用的武器或其他物品，都与这个他们要守护

的城邦共同体中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比归

化的外邦人在出身和生活方式上与这个城邦有着更根本的隔膜，他

们是来自地下另外世界的人。

《理想国》“高贵的谎言”的这一反传统的色彩，使它与我们

前面提到的《政治家》中的神话建立了有趣的关联。[264]在《政

治家》中，在神直接照看人的克洛诺斯时代，从地里直接长出的

人，从老年逆向长回童年，在人的生活中就没有妇女、生育和家庭

的位置，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地下复生出来，完全没有对过去的记

忆”。[265]而在这样的时代，尽管靠地里自发长出的食物，人类

衣食无忧，但我们知道，这些神牧养的人们，并没有真正属于人的

政治。在克洛诺斯时代的神话中，家庭和记忆负载的传统一起消失

在土地自发生长的循环中，而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人自治的时

代，

才有了家庭、祖先和传统。家庭恰恰与属人的政治是一同出现

的。[266]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针对第二个城邦中

护卫者的信念教育提出的新神话，不免让读者对这一政体的“政治



性”打上了问号[267]，但在历史上，却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

颠倒《政治家》中对属人政治的理解，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先导。

苏格拉底的“高贵的谎言”，不仅在排除家庭和传统的革命色

彩上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解体”意涵一脉相承，更重要的

实质关联或者说对照，是“土生”神话暗含的“平等”意涵。这一

点当然有些出乎意料，因为“高贵的谎言”的重要部分，似乎就是

教导黄金般的统治者与其他出于劣等金属的社会等级在生性上的根

本差异。但在《美涅克塞努》的演说中，苏格拉底就已经提

到，“土生”神话作为雅典民主制度的奠基神话，意在以出生的平

等建立人与人之间政治平等的自然基础，而与斯巴达等城邦的不平

等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的这一政体（引者按：不根据出身，而根据才智和德性选

择统治者）的原因就在于出生的平等。所有其他的城邦都是由形形

色色不相等的人构成的，所以他们的政体也是不相等的统治，僭主

制或寡头制，居民把有些人当成奴隶，把另外一些人当成主人。而

我们和我们这群人，都是出自一个母亲的兄弟，彼此既不视为主

人，也不当作奴隶，相反，我们在自然上的出身平等

（σογονα...κατφσιν），迫使我们追求法律上的政

治平等（σονομα...κατνμον）。[268]

苏格拉底本人对这一神话的态度，无疑可以通过前面对阵亡将

士演说的嘲讽评论中猜测出来。[269]但仅就以自然平等为基础来

重建政治平等这一点，《美涅克塞努》的阵亡将士演说，主张

让“看起来有智慧的人或好人”来统治和主宰，与《理想国》中苏

格拉底的“高贵的谎言”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事实上，消除

家庭，就是为了便于在没有个人偏私的前提下在所有公民中根据生

性差异来选择统治者。排除了家庭生养与传统继承，阵亡将士演讲

中的平等理想，在苏格拉底的建城方略中，克服了世袭或习俗的贵

族统治，得以确立一种自然的贵族统治。[270]这正是费尔默这位

父权制的政治理论家在霍布斯的“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的自然状



态形象中察觉的激进危险。

因此，虽然霍布斯对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幻梦”持有强烈

的批判态度，但他的自然状态学说实质上对传统共同体纽带的解体

意涵，却与柏拉图对政治正义的反思有着直接的思想关

系。[271]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虽然通常被视为柏拉图的现代

敌人，却比柏拉图的许多继承人，对柏拉图的“梦”更加“当

真”。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自然法学派最初貌似保守的学说

隐含的革命性后果。当然，霍布斯讲给即将组建政治社会的现代人

听的，并不是苏格拉底的“高贵的谎言”，而毋宁说是一种“卑贱

的谎言”。自然状态学说建立的自然平等与绝对自由的政治原则，

将“高贵的谎言”颠倒过来，作为现代政治的出发点，寄希望于黑

铁质料的平等能更好地实现原本试图通过黄金德性的统治实现的东

西，为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奠定更为稳固或确定的基础。

霍布斯自然状态中“蘑菇一样”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人，与苏

格拉底在“高贵的谎言”中描述的土生的护卫者，在生活方式上真

正的共同点，

在于其自身的成长，完全与这个世界无关。这个世界只是他们

业已完成的人性相互遭遇和碰撞的“场合”（occasio）。用普芬

多夫的话说，我们必须想象，自然状态中的人都是被“抛入这个世

界”的（homo undecunque inhuncce mundum

projectus）。[272]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意味着即使自然状态最终

会通过自然法权在自由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建构一个社会性的道德

空间，但这一道德空间却无法具备一种存养人性，使之日生日成的

生活方式。尽管无论霍布斯，还是普芬多夫和洛克都承认，人需要

纪律和教育，才能被造就为适于社会生活的人。但孤独的主体与这

个他被抛入的世界，却是各自独立完成的成品。在人与他的世界之

间，隔着自然状态这一稀释甚至解体任何生活方式的“重启装

置”。人在全副武装地带着自己的自然权利进入这一似乎充满无限

可能性的空间时，却注定无法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可以安居的生活。



因此，人必须退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然而经历自然状

态“解体”的洗礼，拆解了编织人的生活方式的各种共同体纽带，

哪怕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像在洛克那里，都成了这个人造的政治

体的“护卫者”，他们的生活仍然只能在自家的篱笆墙后面度过。

这一政治体，是集结权力的联合体，而不是共同生活的世界。

通过自然状态建立的道德空间，在根本上缺乏生活方式所具有

的人与人之间“世界性”的关联。因此，要把握自然状态的人性，

就可以排除整个世界，看看丧失了世界的人会处于何种状态，从而

达到对人性的真正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通过形式分析方法

实现的实质“解体”，最极端但也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世界的取

消”（annihilatio mundi）。

严格来说，霍布斯提出这一学说，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物体的自

然性质。当学者试图借用它来理解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时，他们更

多将之看作是一种类似笛卡儿倡导的彻底怀疑的方法。由此导致的

人被抛入世界的处

境，只是“一种笛卡儿式怀疑的道德翻版”。[273]但实际上，

这一自然秩序的危机，却是现代主体得以通过解体建立道德空间的

形而上学前提。[274]从严格的哲学角度看，“自然状态”之所以

被称为“状态”或“状况”，而不是“物体”、“事件”或“行

为”[275]，正在于霍布斯通过“还原方法”，借助“死亡”概念

建立了一个类似在第一哲学中通过“世界的取消”构建的想象“空

间”。[276]只有在这一空间中，人才能真正摆脱历史和传统的纽

带，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

被抛入自然状态的现代主体，无论是通过形式性的契约建立共

同权力之下的人为安全，还是在此在的生存努力中重新为人“被造

成”的在世状态（Faktizität）寻求一个时间性甚至历史性的生存

视野，都仍然无法改变这一自然状态本身造成的人与世界的根本隔

膜。[277]人被抛入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在这

样一个“世界”中，即使此在试图从其自身的绽出中重新开启生活



样一个“世界”中，即使此在试图从其自身的绽出中重新开启生活

甚至传统的可能性，这一努力仍然是以此在被抛状态

（Geworfenheit）的自成性（Faktizität）为前提，人仍然是“赤

裸裸”，孤零零地存在着（das Sein des Daseins als

nacktes»Daßes ist und zu seinhat«）。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

跌宕起伏，仍然是由人的被抛处境所规定

的。而且在根本上，“被抛”的自然状态是此在替代人的自然

本性的现象学特征。“抛”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278]现代主体

的这一存在方式意味着，在一个被抛者们遭遇的世界中，伦理学几

乎是不可能的，那个与伦理关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转变为以权

力安排为焦点的政治制度。[279]而这一政治制度，既然是被抛者

的人为制作，就有它的出厂日期和使用年限，政治最终从自然的土

壤被移放在社会采购的历史货架上。

因此，根据自然状态学说的重构，人得以世界化的自然降生和

养育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意涵，而人的“自成”生活的关键，是

面对自身死亡的孤独决断，一种面向无限未来的孤独焦虑。现代主

体在这一被抛处境中挣扎的政治建构或历史努力，在根源处，都是

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无论这一主体的行动，是政治性

的、历史性的，还是生存性的，都是以这样一个非世界性的自然状

态为开端的。霍布斯通过“世界的取消”建立的自然状态，和笛卡

儿的“我思”一同，为这个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奠定了基调，一种

在生活内在肌理中的世界解体。这是霍布斯的子孙们必须面对的现

代命运。

9自然状态的生活

如果说，在这样一个“解体”的状态中人几乎不再具有生活方

式的规定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生活本身的完全不可能呢？霍布斯

对此的回答是，如果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

人，那么，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野

蛮、短促。”[280]霍布斯的这一描述，大概是他的自然状态学说



最为人熟知的段落了。

但仔细推敲，这一论述却与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核心论述存

在某些龃龉

之处。我们从前面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系统考察已经可以

看出，自然状态是“自然毁灭自身”的状态，一方面自然平等的假

定引发了人性内部不可克服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绝对自由在转化

为自然法权后构成了不可解消的理性矛盾。[281]因此，霍布斯才

断言，自然状态是人无法在其中共同生活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自

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从未在世界上真正存在过。但现在，在霍布斯

笔下，自然状态下居然有人的生活，无论这一生活多么悲惨。自然

状态似乎从一种理性构想出来的前政治的不可能状态，转变为一种

前文化的原始状态。

在进一步分析霍布斯自然状态这一影响深远的“转变”之前，

我们要停下来，仔细审查一下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的描

述。

（一）孤独自然状态的首要生活特征是孤独。霍布斯在论证自

然状态下的人性并不包含正义与不正义之分时指出，“正义和不正

义既不是身体的能力，也不是心智的能力。如果它们是自然能力的

话，就像人的感觉和激情一样，会出现在独自在世界中的人身上。

正义和不正义这些性质与社会中的人相关，而不是孤独中的人。

”[282]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独自在世界中的人”（alone in

the world=in mundo solitarius et unicus）。独自在世界中的

人，是完全由自然能力构成的人，排除了所有来源于政治社会及其

法律，伴随公民的德性（如正义和不正义）。从这一点看，自然状

态作为孤独状态，如果存在任何生活的话，这一生活只能凭借人的

自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状态也可以视为“自然必然

性”（natural necessity）的状态，因为在人与人的纷争中决定

谁占上风的似乎只是“身体的力量和暴力”。[283]



不过，作为战争状态，自然状态中不乏暴力和欺诈这些战

争“德性”或者说自然德性的用武之地，因此，尽管没有作为公民

的德性，但却仍然存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这正是欺诈的前提。霍

布斯在论述疯狂与人的不正常激情时曾经不无恶毒地指出：“即使

最清醒的人，在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地独自散步时，也不会愿意让

人公开看到他们思想的虚荣和狂放。”疯狂不过是激情面对公众的

过度显现而已，是人对自己孤独激情未加提防的展示（passions

unguided）。[284]因此，当一个人“独自在世界中”时，他的激

情无须防范，可以完全显现出来，政治社会不再以法律的方式构成

对人的激情的公共约束。这才是霍布斯经常将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

激情状态的真实原因。自然状态作为孤独状态意味着，在自然状态

下的人，即使遭遇到他人，也无须将对方视为“公共”的力量，从

而约束自身。

正是这一点，才会进一步引发战争的敌意和危险。他人并没有

从自然状态的孤独中完全消失，而只是被解除了任何与“我”的关

联，“我”被孤零零地抛在无数与我毫无关系的他者之中，我被抛

入的是一个有无数被抛者构成的世界。因此，自然状态解除他人对

我的自然激情和欲望的公众限制，并没有实现一种完全自由的自我

显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疯狂”），反而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处

于自然状态下的人，孤身生活在无数潜在的敌人当中。霍布斯在讨

论宗教时，将孤独等同于一种黑暗、易生恐惧的状态，经常与鬼和

坟墓联系在一起，因此极易产生幻觉和迷信。[285]这一论述恰恰

揭示了孤独状态催生的持久恐惧和对未来无休止的焦虑。一个在世

界中完全依靠自己自然能力的人，在孤独的思想中建构了一个庞大

的想象世界。[286]孤独者的世界是无限的。

因此，如果说孤独是自然状态下生活方式的根本规定性的话，

它不仅意味着解除或丧失了政治社会对人从法律惩罚和道德义务上

施加的约束，而且意味着个体激情和思想相应不受限制的扩张。在

孤独者这一接近疯狂的无限“世界”中，任何有限共同体建立的生

活方式都会被“虚荣和狂放”的激情所颠覆。孤独确实是一种生



活，甚至在内心中成为一种无限的生活，但却注定不能为任何一种

形式所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状态的孤独生活无法为政治秩序

提供任何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基础或支持，它是任何生活方式的敌

人。

（二）贫困霍布斯将贫困列为自然状态生活的第二个特征，是

为了凸显自然状态缺乏安全的可悲后果：

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发明来

维持生活，二者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勤劳没有位置，

因为其成果不确定。结果，土地的培育、航海、使用海外进口的商

品、舒适的建筑、移动与拆卸非常费力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

识、计算时间、各项技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存在。[287]因为

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只能凭借自身自然能力生活的孤独状态，所以，

所有和个人勤劳联系在一起的文明后果，都被排除在外。将贫困作

为自然状态生活的特征，是将前政治的自然状态扩展为前文明的自

然状态的关键一步。霍布斯指出，所有的文明成果，其根源都在于

政治社会能够保障人的勤劳会在未来收获自身的成果。但考虑到在

自然状态中不存在财产的所有权，“没有你的我的之分，每个人能

得到手的东西，在他能保住的时

候就是他的”[288]，但一旦离手，就无法确保归属。在霍布斯

看来，“这既非财产所有，也非共有，只是不确定”（neither

propriety,nor community,butuncertainty）。[289]所有人的劳

作，都无法在预期的世界中成为自己的。孤独者围绕未来想象的世

界越大，这一不确定性就越大。严格来说，自然状态作为贫困状

态，首先是出现在孤独者的自我想象中，是未来不确定性的直接心

理“后果”（consequent）。

但这一心理预期上的不确定性，会产生直接的实际后果。人的

生活所需的物质材料，既有自然或上帝馈赠的，也有劳动获得的。

但即使是那些“上帝慷慨地放在我们面前的地面上或近地面之



处”的东西，仍然需要劳动或勤劳来收取它们。因此霍布斯强调，

人的生活需要的物质，其数量，除了上帝的恩惠外，“只取决于人

的劳动和勤劳”（merely on the labour andindustry of

men）。而在没有政治社会的前提下，无论是一个地区自身土生土

长的劳动成果，还是来自通过贸易等方式获取海外的劳动成果，都

不再可能。这就使人们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质难以保证充足的数量。

因此，将自然状态描述为贫困或匮乏（indiga）的状态，意味着在

这个被霍布斯称为未来国家“营养”的方面，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

活注定“营养不足”或“营养不良”，每个人都无法凭借“合法的

勤劳”（lawful industry）获得各种生活的便利。因此，自然状

态下的生活非常不便，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维生的。[290]而这一营

养不良的“匮乏”生活也会反过来加剧人们之间的纷争。

“贫困、倔强的人对他们的现状不满”，而追求安逸的人则会

让人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因此，在霍布斯这里，贫困不仅仅是生

活材料的短缺，还意味着某种缺乏秩序、反对和平的生活方

式。[291]不过，自然状态生活中没有“勤劳”或“劳动”的位

置，不仅仅意

味着人的生活物质材料和生活便利的缺乏，甚至还进一步意味

着人在经验和能力上的贫乏。霍布斯认为，人之为人，除了感觉等

自然能力外，“看来是人类所专有的其他能力，都是通过学习和勤

劳（study and industry）

后天获得和增益的，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这些都是通过教导

和训练（i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习得的。”没有这些，人

就无法达到超出其他生物的高度。人的理性和语言，并非天生的，

而是通过“勤劳”达到的后天状态。没有勤劳，根据霍布斯对人性

的剖析，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最终也丧失了条理和方法。[292]自然

状态的生活是没有方法和纪律的生活。

如果说将自然状态理解为贫困状态，是霍布斯的“自然状

态”从前政治状态拓展、延伸，甚至“变形”为前文明状态的关



态”从前政治状态拓展、延伸，甚至“变形”为前文明状态的关

键，那么在自然状态的生活中没有“勤劳”的位置，无疑是这

一“变形”的决定性原因。只不过与格老秀斯和洛克相比，在霍布

斯这里，“勤劳”或劳动的意义，既是文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正如美洲的野蛮人认为盖一幢不到材料坏时不致坍塌的房屋是

没有根据的，或违反理性原理一样，原因是他们还没见到过任何建

筑得那样好的房屋。时间和勤劳每一天都在生产新的知识。而正如

良好的建筑术是从理性的原理中得来的，而这些原理则是勤劳的人

们在人类开始笨拙地（poorly）进行建筑以后很久，才从长期研究

材料的性质以及形状和比例的各种效果的过程中观察到的。同样的

情形，在人类开始建立不完善和容易回到无序状态的国家以后很

久，才可能通过勤劳的思考发现出使国家的结构（撇开外来暴力的

作用）

持久的理性原理。[293]

政治社会的理性秩序，也是勤劳这一生活方式逐渐积累的知识

结果。没有勤劳、政治教导和训练，也无法使人建立脱离自然状态

的共同权力。至少在霍布斯这里，自然状态作为贫困状态，勤劳或

劳动的排除，既意味着文明成果和生活便利的匮乏，也意味着政治

社会基础的缺失。自然状态的前文明色彩与前政治特征仍然不可分

离地纠缠在一起。

（三）卑污在《利维坦》的拉丁文版中，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状

态下的生活时并没有提及“卑污”这一特征。这一描述强化了自然

状态作为贫困状态缺乏生活的舒适和便利的修辞效果，当然，“卑

污”也凸显了自然状态缺乏秩序导致的肮脏和无序。在《论公民》

中，与“贫穷”连在一起的foedus，除了意味着“卑污”，还包含

了“可怕”的意涵。因此，尽管“卑污”这一表述对于霍布斯的自

然状态生活描述来说，不是规定性的特征，但仍然体现了霍布

斯“自然状态”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文明视角之间的关联。



（四）野蛮自然状态的生活是野蛮的，这当然意味着，在自然

状态下，人仅凭自然能力生活，与野兽（brute beasts）没什么两

样。[294]但霍布斯提及的“野兽般”的状态，还意味着人的无政

府生活，是一种缺乏文明的状态：

美洲有许多地方的野蛮（savage）民族（除了小家族的统治没

有政府，而小家族中的协调则取决于自然欲望），他们至今仍然居

住在我所说的那种野蛮状态（brutish manner）中。[295]

我们现今的世纪可以美洲印第安人为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

以看到，许多如今文明（civiles）繁荣的民族，过去却是人口稀

少、粗野、短命、贫穷而卑污（paucos,feros,brevis

aevi,pauperes,foedos），他们缺乏和平和社会所提供的所有那些

让生活舒适和美化的东西。[296]无论是从对今天野蛮（savage）

民族的经验，还是记录我们祖先、日耳曼古老居民以及其他那些当

今文明国家（now civilcountries）的祖先的历史，我们都发现人

们人口稀少而短命，而且缺乏和平和社会通常发明和获取的那些让

生活舒适和美化的东西。[297]缺乏人为建立的政府，使无文明的

部落，生活在类似动物的状态。当把美洲“野蛮”部落的这一“野

兽般”的生活状况和“我们祖先”，乃至“其他那些当今文明国家

的祖先”相提并论时，自然状态的前政治“野蛮”状态获得了一种

鲜明的“前文明”色彩。在上文讨论“贫困”的引文中，霍布斯在

类比“美洲的野蛮人”因缺乏勤勉的积累而无缘见识良好建筑的技

艺的论述中，已经触及了自然状态的这一意涵。根据霍布斯对自然

状态的分析，贫困自然导致了野蛮，因为缺乏合法劳动的文明积

累，人类不得不停留在与其他动物一样凭借自然能力为生的“自然

必然性”的生活中。

但在美洲印第安人和日耳曼古老民族的例子中，“前政治”的

自然状态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借助Civil的两个涵义，更加

直接地关联起来。前文明生活的“经验”或“历史”被用来佐

证“前政治”或“缺乏政治社会”（extra societatem civilem）



状态的“自相矛盾”或“不可生活”。

将野蛮放在贫困和卑污之后，作为描述自然状态生活的特征，

无疑

是想通过揭示自然状态因为政治秩序的缺失而对人类生活带来

的可悲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自然状态学说在修辞上的说服力。但

在《法的原理》和《论公民》描述自然状态下生活的段落中，霍布

斯提到的“人口稀少”、“粗野”、“缺乏和平和社会通常发明和

获取的那些让生活舒适和美化的东西”这些特征，与“贫困”、

“卑污”和“短促”放在一起，比后来《利维坦》中的著名描述，

更加突出了“自然状态”的“前文明”色彩。“文明”生活的缺乏

似乎成了自然状态下生活最鲜明的特征。

然而，一旦将自然状态视为文明缺失的野蛮状态，而不只是自

然必然性支配的野兽状态，自然状态，就从“在政治社会之外”的

状态转变为“在一切人类制度和发明之前”的状态。前文明的涵义

就将压倒前政治的涵义，甚至成为理解后者的前提。在《利维坦》

中，霍布斯举了四个例子，用以增强自然状态学说的说服力：美洲

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内战；国家与国家之间；圣经中该隐杀害亚

伯。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拉丁版《利维坦》中出现的圣经历史

的例子外，霍布斯的另外三个例子都是用来表明“在许多地方，人

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而并没有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一个

原始状态。即使野蛮民族也是“此时”（at thisday）生活在自然

状态中；而主权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则是永远如此（inall

times）；内战更是从“先前”（formerly）生活的和平政府的状

态退入到（degenerate）自然状态。从霍布斯的表述看，自然状态

与政治社会之间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当然自然状态也并非

卢梭心目中的“原始状态”，不是文明社会之前的某个历史发展阶

段，而是始终伴随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和平生活的一种潜在威胁。

但这些用来增强自然状态说服力的人类学或历史的例子，很容

易促使后来的学者将“当今文明国家”与其过去的祖先（或现今的



易促使后来的学者将“当今文明国家”与其过去的祖先（或现今的

野蛮部落）看作一种准历史性的关系，这无疑是自然状态概念转化

为文明状态概念，从而将人类“政治社会”定位为一个历史阶段的

先声。只不过，在霍布斯这里，这一历史性描述，还只是用来支持

其自然法理性论述的一个经验性的验证，修辞的意义远远大于理论

的建构意义。

（五）短促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是短促的，这是霍布斯描述自

然状态生活特征的最终结论。如果说孤独是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的

心理状态，而贫困和野蛮，是自然状态排除勤劳的文明后果，那么

自然状态的生活，即使可以在充满未知的恐惧，极端缺乏物质材料

和生活便利，无缘人类文明的理性积累下艰难地维持下去，那么这

一生活也注定是短促的。生活的短促意味着，死亡，这一生活的大

敌，在自然状态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对于生命的胜利。自然状

态下的生活，很难在死亡的恐惧下获得一丝喘息之机。

自然状态，没有可以躲避死亡阴影的政治保护或是文明庇佑。

在这一可悲的人类处境中，生活和死亡，只有一线之隔，没有任何

制度或力量，能在二者之间划出清楚分明的界限。

不过，采用“短促”而不是“不可能”或“自然毁灭自身”来

描述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体现了自然状态概念中的前文明理解带来

的影响。一方面，自然状态下生活的短促，仍能在修辞上用来证明

自然状态是一种人类无法生活的矛盾状态，但另一方面，不幸的生

活仍然是生活，野蛮的原始社会也是一种社会状态，短促的生活，

似乎成了人类通过勤劳积累文明成果，逐渐摸索建立更为成熟的文

明共同体或政治社会的开端。自然状态的生活虽然不幸、不便，但

却不再是完全不可能。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生活的描述，虽然简短，但却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从“独自在世界中”的孤独心理开始，

通过强调勤劳的缺失带来的贫困和野蛮的生活状况，霍布斯的描

述，为我们提供了“自然状态”如何从前政治的不可能状态或矛盾



状态逐渐转变为一种前文明的原始生活状态的思想线索。尽管在霍

布斯这里，任何前文明的自然状态，都无法脱离前政治的意涵而独

立存在，自然状态前文明的描述，更多是用来佐证前政治状态的理

论结论，增强后者的修辞说服力。但在霍布斯之后，二者的分离已

经不可逆转。特别是在批评霍布斯的浪潮中，受到格老秀斯自然社

会性传统的影响，许多自然法学者考虑自然状态独立于政治社会建

立和平生活的可能性，特别是强调财产和劳动在自然社会中的作

用，这直接推动了人们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自然状态的概

念。[298]现代自然法学派要阐述系统的自然法学说，首先要面临

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调和自然状态理解的政治和文明视角，开辟自

然法得以发挥作用的道德空间。

然而，无论作为政治之外的状态，还是作为前文明的阶段，霍

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都令人惊讶地缺乏任何生活方式的规定性

特征，所有的特征都是否定性的。即使在自然状态中人能够克服暴

力和死亡活下来，这种生活，也在根本上无法获得任何超出自然能

力的形式规定，建立某种秩序和方法。这当然是为了强调自然状态

下生活的不幸，但却具有意想不到的思想后果。在某种意义上，霍

布斯对自然状态的生活描述，是将自然状态的“不可能性”翻译成

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内容的生活方式。问题只不过是

能否从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开始，建立起财产和国家的人

类生活形态。

[1] Ralph Cudworth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他指出，虽然
霍布斯自己声称，自然状态的假设是一个新发明，不早于
《论公民》这本书。但实际上，早在柏拉图之前，这就是
无神论政治家和哲学家广泛持有的观点。然后他提到了
《理想国》第二卷中格劳孔要求苏格拉底证明正义本身是
好时对正义的挑战（Resp.358e-359b）。Cudworth还指
出，在柏拉图之后，这一有关正义的假设，也是伊壁鸠鲁



坚持的观点。在Cudworth看来，霍布斯的这一学说不过是
无神论者诋毁人性（the villanizing of human nature）
的故技（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Universe,Bristol:Thoemmes Press,rep.of
London:Thomas Tegg.,1845,Vol.III,pp.496-9）。现代学
者虽然已经不大接受这些攻击霍布斯“邪恶原则”的批评
者们的宗教或政治立场，但仍多少受到这些理解的误导，
将学说某些观点的相似误当做根本原则的一致，忽视了对
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真正原则的把握。比如，至少从《论
公民》开始，霍布斯就明确强调，他在自然状态中对人性
的描述，并不能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De
Cive,Praef.）。现代学者挖掘霍布斯自然状态概念或学说
先例的努力，最有影响的是斯金纳的工作。他认为，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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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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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Tricaud,“Hobbes’Conception of the St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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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Oakeshott,“introduction to Leviathan”,p.294.

[98] Hobbes,Elements,xvii.1,xiv.2.

[99] Hobbes,Elements,xiv.2.严格来说，人在自然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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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Hobbes,Elements,xiii.2.

[104] Hobbes,Elements,xiv.2.

[105] Hobbes,Elements,v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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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生产尚不存在的未来的能力。只有现在才在“自然中
存在”，而过去只存在在记忆中，未来根本在自然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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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ath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esp.chap.2）。

[155] Hobbes,De Cive,ii.18,comp.Elements,xx.7.

[156] Hobbes,De Cive,vi,13.

[157] 卢梭有时试图从这一角度重新解释霍布斯的这一原
则，将“一切东西”理解为“一切对我有用而且我能占据
的东西”（tout ce qui m’est utile et don’t je
puis m’emparer.OC.III.329）。但总的来说，卢梭清
楚，霍布斯指的其实是“无限权利”。Rousseau,Con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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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成为自然状态下人们进行理性权衡的基础，参见我
们在第18节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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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的构成第三章社会的构成

如果说自然状态学说是现代自然法学说的人性论基础，那么如

何通过新的社会性概念阐明现代政治和道德世界的人性前提，特别

是现代个体在解脱了家庭、宗教、社团等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后，相

互之间构成的社会性关系，从而为个体借助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建立

出发点，这无疑是摆在现代自然法学派面前的主要课题。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学说，为现代自然法学派提供了思考有关问题最基本的方

向。它不仅通过形式性的论证构建了人与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法权

状态（无论这一状态如何欠缺伦理生活的实质可能性），而且这一

形式性的分析路径为悬搁人的共同体纽带，思考人在这一抽象法权

状态中彼此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然而，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学说，虽然以前所未有的系统和深刻的方式阐述了人的

社会性关系的特征及其面临的根本困境，但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

的基本结论也给社会性学说的人性论蒙上了一层阴暗的悲观色

彩[1]，由此得出的对政治权威、家庭和财产关系，乃至宗教问题

的看法，都引起了广泛的争

第三章社会的构成议。[2]而格老秀斯与霍布斯不同的社会性观

念，此时对于愿意接受新的社会性概念，但却拒绝采取霍布斯那样

极端立场的自然法哲学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撇开修

辞上的考虑，格老秀斯社会性概念对于财产关系的重视，无疑也是

这一传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格老秀斯和霍

布斯之后，系统综合二者对社会性的不同关注，或者说力图通过吸

纳格老秀斯的社会性概念，中和霍布斯的极端色彩，使自然状态和

自然权利的学说呈现温和的面貌，这成为17世纪后半期自然法学说

的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普芬多夫的学说。在他手



中，自然状态概念被有效地纳入到自然法的学科架构中，成为自然

法科学的人性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然法的道德科学大

厦。同时，颇为悖谬的是，正是通过普芬多夫这样的努力，霍布斯

自然状态学说的人性前提才得以广泛深入地影响了整个现代政治哲

学和道德思想的世界。

10自然状态的类型学

比起喜欢展示博学的格老秀斯，或从不讳言，甚至有时乐于夸

大自己极端立场的霍布斯，普芬多夫不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

物，他似乎因为缺少原创性而很难被认真对待。莱布尼茨在评论

《论人和公民的自然法职责》时曾指出，此书存在严重弱点，许多

论述自相矛盾，其中大部分观点都是从其他优秀作者那里借取而来

的。即使对于那些只想对自然法基本思想有些浮光掠影的了解的

人，也应该指望更加完善的指导，比如明辨博学的格老秀斯或深刻

的霍布斯。在莱布尼茨看来，普芬多夫既乏法学家的才

华，更无哲学家的能力（Vir parum jurisconsultus,minime

philosophus）。[3]但洛克对于这位海德堡大学的自然法教授却青

眼有加。在向青年绅士推荐的政治哲学著作中，在英国之外只推荐

了普芬多夫的《论人和公民的自然法职责》和《自然法与万民

法》，并称后者是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一本。[4]洛克的欣赏显然不

乏知音。在巴贝拉克有关现代道德哲学的历史中，在格老秀斯和霍

布斯之后，普芬多夫占据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巴贝拉克对普芬多夫

不吝赞美之词，称颂他突破了格老秀斯的注释浪潮中经院化的枷

锁，借助笛卡儿以降的新哲学完善了格老秀斯的方法，因此获得了

不朽的声名。

巴贝拉克还详细描述了普芬多夫思想形成的经过。在丹麦和瑞

典的战争期间，普芬多夫一度被扣押作为战俘。因为在狱中无事可



做，普芬多夫只好靠回想他读过的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著作消磨时

光。他将自己对这两位现代自然法的开创者的记忆和反思汇集在一

起，初步建立了自然法学说的体系。[5]出狱两年后，普芬多夫在

这一反思基础上出版了《普遍法理学原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普芬多夫明确承认，自己的思想主要受惠于两个人的著作，即格老

秀斯的《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和霍布斯的《论公民》。他受到这两

本书的影响之大，以至于不可能在这本书中像其他文献一样在观点

渊源上一一具体列出，只能在序言中表达全面的敬意。[6]普芬多

夫后来撰写的系统著作《自然法与万民法》，同样在序言中强调了

格老秀斯和霍布斯对他研究自然法这一学科的深刻影响。尽管他同

时指出，格老秀斯忽视了许多重要问题，霍布斯的思想不无偏差，

而两个人在宗教方面的论述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普芬多夫仍然强

调，格老秀斯是第一个促使现代学者关注自然法研究的开创者，后

来的自然法学者可以说都是格老秀

斯的“儿子”；而霍布斯有关政治科学的论著具有最高价值，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7]直到晚年，普

芬多夫对自然法学科的历史描述，仍然以格老秀斯和霍布斯这两个

人为焦点，并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对他们思想的发展。[8]巴贝拉

克对普芬多夫的重视，不只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所印证[9]；普芬多

夫对洛克、卢梭乃至亚当·斯密和康德的广泛影响[10]，都足以表

明他在自然法思想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位置。然而，无论是莱布尼茨

的批评或巴贝拉克的赞美，还是现代学者描绘的历史谱系，虽然都

将普芬多夫的思想根源上溯至格老秀斯和霍布斯，把普芬多夫的自

然法体系看作对二者的综合，但并没能指出这一“综合”的准确意

涵：所谓普芬多夫的“综合”究竟以何种方式将这两位多少有些对

立的现代自然法的奠基者的思想构成一个严密系统的自然法体系

呢？如果这一“综合”不是简单的拼凑，它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什

么呢？普芬多夫对现代自然法学派自然状态概念的澄清，为我们回



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一）人性作为“状态”普芬多夫对“自然状态”问题的兴

趣，几乎贯穿了他有关自然法的所有著述。[11]根据他对这一问题

的系统阐述（dissertatio）《论人的自然状态》中的表述，“自

然状态”的学说在政治这门道德科学中居于原则性的位置：

那些致力于探究自然物体构造的人们认为，仅仅关注自然物体

在第一眼看就立即闯入视线的外在面貌是不够的；相形之下，他们

更主要的工作是花在更为深入地研究那些物体，并将它们分解为组

成这一物体的各个部分。事实上，他们认定，直到最终将物体还原

为某种可以脱离任何特定形式（ab omnius particularibus

formisabstracta）来考虑的原初质料，才能了解物体是什么，这

项研究到此为止，不可能超出这一点。那些尽心竭虑地检视最尊贵

的道德实体（即国家）的性质的人们，也采取了同一条路径：他们

认为仅仅发现国家外表的管理方式、各种行政官员，以及占据这些

职位的人们的名号和等级也是不够的；他们也要研究国家的内在构

造（intrinseca...dispositio）—这种构造来源于统治者的权力

和权利（ex postate et jure imperantium）以及国家中公民的义

务；他们也对这个庞大物体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精细区分。事实上，

他们认为：超越任何社会（omnes societates velut

transscendere），并在社会之外，去掉人类所有的技艺和制度

（ab omnibus artibus et institutis humanisvacuus）来思考和

理解人类的处境和状态，会明显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完善。因为只有

从这一状态出发，才能清晰地辩识出组建政治社会的必要性和理由

（necessitas acratio）是什么、从政治社会的本性推出的权威与

义务是什么，以及最终，政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在人与人

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状况。因此，这种学说有充分理由在框架

性的政治科学（politica architectonica）中充当原则，而一点



儿都不触及这一内容的政治学著作必定被认为存在重大缺

陷。[12]在这段有关自然状态概念的纲领性论述中，普芬多夫明确

地指出了为什么

自然状态学说应该在政治的框架性科学（politica

architectonica）[13]中充当原则。因为正如对自然物体的研究要

通过分析还原到“某种可以脱离任何特定形式来考虑”的原初质料

一样，对“道德存在”的研究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说，像

物理学不能只关心物体的外表一样，道德科学，也要深入道德和政

治现象的“深处”，了解其“内在构造”。这一内在构造的关键就

是“超越任何社会”的“自然状态”，即“在社会之外，去掉人类

所有的技艺和制度来思考和理解人类的处境和状态”。能否揭示人

的这一状态，是决定道德科学或政治的框架研究能否从研究“国家

外表”的那些所谓行政管理、职官体系和荣誉名目深入到国家的所

谓“内在构造”的关键，后者决定了统治者的权威与公民的义务。

普芬多夫的这一论述，援引新科学的分析方法，论证了从自然状态

出发分析“组建政治社会的必要性和理由”这一现代道德科学的基

本路径。

普芬多夫的这一论证，无论就分析方法的形式特征（将政治体

视为由个体组成的，可以拆分开的“复合体”），还是将社会形态

及其包含的各种文明要素（“人类所有的技艺和制度”或“人类所

有的发明和制度”[14]）在实质意义上予以解体性地悬搁，显然都

深受霍布斯的影响。但这一类比自然物体的论证实际上掩盖了自然

状态学说的根本困难。物体虽然可以说是由不具有任何形式规定性

的原初质料构成，但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社会”或者说国家

（civitas）这个“庞大的物体”是由“自然状态”构成的

呢？[15]除

非这意味着，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实质意义上的个体性



构建，在从人性中排除“任何社会”，并抽象掉人的所有技艺、文

化、教育和制度的还原过程，也是将人性构成为彼此独立自足的个

体的过程，这是自然状态作为自由状态和平等状态的基础。[16]不

过，从道德科学的角度看，普芬多夫将政治社会称为“物体”这一

霍布斯式的做法，牺牲了理论上的严格，最多这只是一个不太准确

的类比。无论政治社会，还是自然状态，都属于普芬多夫所谓

的“道德存在”（ens morale或entia moralia）。道德存在是为

了引导和约束人的意志性行为的各项自由而添加到自然物之上

的“样态”（modus）。换句话说，“道德存在”并不像自然实体

一样独立存在，而只存在于自然实体及其运动中。不过在考察道德

事物时，经常需要把它们视为以某些基本的道德存在为直接基础，

在这种情形下，就像物理学会在自然实体下面设定某种空间来考虑

自然物的存在和运动一样，道德科学也会同样考虑设定某种“状

态”，这种状态就是道德科学的“空间”，尽管与物理空间相比，

道德空间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17]如果说道德存在及其道德

空间都不具有自然物体一样的实体性存在，那么道德存在的种种属

性，也就并不来自事物的内在自然本性，而只能是某种外在力量叠

加到“已经存在而且自然上完备的事物上”（rebus

iamexistentibus et physice perfectis），出于理智存在物自由

选择（superadditaex arbitrio entium intelligentium）的赋予

（impositio）。普芬多夫对道德属性这一具有鲜明意志论色彩的

定性，意味着人的道德行为本身并无善恶可

言。[18]普芬多夫的这一主张后来成为他的著作引发争议的一

个焦点。[19]普芬多夫的批评者不无道理地怀疑，这一主张不过是

披着道德科学外衣的霍布斯主义。[20]不过，对于普芬多夫来说，

道德存在源于“赋予”，这一点首先意味着法律对于规定道德存在

的各种性质的决定性意义。因为，要考察道德存在的稳定性或者变

动，都必须回到“赋予”自然事物以道德品质的“法律”中去寻



找，无论这一法律是神赋予的自然法，还是凭借人的意志制定的实

定法。在这些法律的赋予之前，没有好坏、正派或丑恶这样一些道

德品质的区分。这些道德品质，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法律，而最终都

取决于相应法律的立法者的意志。因此，如果排除了一切神法和人

法的话，人的一切运动或者行动，都将成为在善恶中无差别的中性

（indifferentes）。之所以有些行为会被人认为是自然上正派或

丑恶的，正是因为上帝自由赋予的“自然状况”（conditio

naturae），就是最大程度趋善避恶的状况。人以为善恶来自于事

物“自然”的错觉，其实根源于人的这一自然状态对人潜在的法律

支配，这就是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状态。[21]在普芬多夫看来，决定

人的道德性质的，并非任何自然品质，而是人的法权状况。[22]为

了进一步明晰道德品质被最初赋予的这一人类状况，普芬多夫逐步

地划分了人的状态的道德空间，从而确立作为人性最基本规定性的

自然状态的基本性质。把“状态”作为道德空间看待的话，包含位

置和时间两个方面。普芬多夫对自然状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所

谓“位置”关系上，时间

方面的长幼关系和成熟阶段等问题，一般都是通过结合人的道

德状态的位置关系来考虑的，并没有提供一个独立的分析视

角。[23]普芬多夫界定自然状态概念的关键步骤是将道德状态的位

置关系，分为无规定性和有规定性两种方式，前者只考虑道德性质

在空间中导致的效果，而后者还要考虑道德比较产生的影响。这么

简单的描述，大概无法确定这一重要划分对于自然状态概念的实质

意涵。不过，被普芬多夫视为道德空间规定性的主要是人在道德空

间中享有的不同程度的尊崇和荣誉。这些荣誉在很大程度上伴随各

种权利和义务而产生的，因此，要理解道德空间的规定性关系，仍

然必须回到在无规定性的位置关系中产生的义务和权利。[24]由此

可见，对考察道德个体所在的道德空间，无论是时间方面的关系，

还是位置中的规定性关系，都被普芬多夫最终还原为最基本的无规



定方式的位置关系上。而普芬多夫界定自然状态的出发点，就是

从“状态”这一道德空间无规定性方式的位置关系来看，将人的状

态划分为“自然”（naturalis）和“外来”（adventius）两种状

态。普芬多夫强调，人的这一自然状态，并不排除上帝意志给人本

质建立的基本自然禀赋，而只是排除了任何出于人的选择（ex

arbitrio huminum）带来的影响。而所有外来状态都涉及了人力的

作用。[25]这一最基本意义的“自然状态”就是“人性”：

人的自然状态，因为缺乏专门的术语，我们暂且就称之为人性

（humanitas）或人的生活（vita humana），这就是无论什么人仅

仅作为人而构成的状况。[26]自然状态就是道德科学的人性论，这

一人性或“人的生活”，不再是浸润

在政治共同体及其权威关系和统治结构中的亚里士多德式人

性，而是剥离了一切生活方式的规定，只考虑人的自然禀赋或能力

的，所谓“仅仅作为人而构成的状况”。

虽然普芬多夫强调，自然状态的人性规定来自神的馈赠，但他

却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考虑的是“自然最终倾向于

让人所处的状态，最适合人的最完善状态”（illam

conditionem,quam velut perfectissimam...quam maxim

congruentem natura ultimo intendit），而完全是由人的“出

生”这一点决定的状态。换句话说，自然状态的人性规定，完全是

从人的“起点”出发，而不是“目的”。

为了明确排除道德比较（德性与荣誉）对位置关系的规定，也

为了排除时间关系对人的影响（长幼与成熟），普芬多夫有意识地

强调，考察自然状态的开端，是指“人在仅考虑其出生本身所构成

的状态”（in qua homoper ipsam nativitatem constitutus

concipitur）。甚至建议读者想象，这个人“在一出生就完全被人



遗弃，只剩下他自己（sibi soli plane relicum），没有人的协

助，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发明物，满足他的基本需要，或者使他生活

得更加舒适”。[27]人在出生时所处的这一状态，是只剩下自己一

个人（sibisoli plane relicum）的孤独状态，完全是由人的自然

能力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芬多夫经常把绝对自然状态与

人和上帝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原因就在于这一状态是考虑人出于上

帝之手的状态（“但没有受到神意的任何特殊关切”）。在很大程

度，普芬多夫也从这一“自然状态”概念出发回应来自神学阵营对

他的自然状态学说的批评。

特别是他忽视了，不同的划分都是以原初的自然状态概念为共

同起点（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普芬多夫自己会忽视了不同区分之间

的差异），问题只是究竟是按照自然法的义务逻辑建立自然状态位

置性的序列关系，还是从个体到他人在不同自然状态概念之间建立

某种准时间性的关系，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如何处理格老秀斯

与霍布斯对社会性理解的分歧，都是普芬多夫综合工作始终关注的

焦点。

通过绝对自然状态概念对规定性位置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排除，

普芬多夫得以清晰地将自然状态与人在身心各方面通过教育培养的

德性状态，或通过政治共同体实现的完善状态区分开。新的道德科

学是以这样一种自然状态，而不是德性伦理学或完善目的论为特征

的人性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这一点虽然与霍布斯殊途同归，但其

出发点却有所不同。

问题只不过是，这一去目的论的人性理论，要移除的究竟是什

么？

（二）文明还是政治？



我们在讨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时已经发现，为了强调自然

状态的生活因缺乏政治秩序而陷入极端不幸的处境，霍布斯对自然

状态的描述展现了一幅文明极度匮乏、人类生活贫困而卑污的野蛮

图景。这一描述在增强自然状态学说修辞效果的同时，也导致

了“自然状态”概念的混淆。自然状态作为“人类处境和状况”，

究竟是指“处于政治社会之外”，还是“去掉人类所有的技艺和制

度”呢？无论我们认为无政府必然导致文明匮乏的野蛮状态，还是

主张政治社会也是人的某项“制度”，因此一起与其他文明一同被

排除在外，对自然状态的这两个描述，仍然关注的是截然不同的人

类问题，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普芬多夫的解决方法就是对自然状态

概念做进一步的划分，以图厘清缺乏文明的自然状态与缺乏政治秩

序的自然状态之间的关系。自然状态的分类学实际上是普芬多

夫“综合”尝试的关键步骤，通过对自然状态多重涵义的澄清，普

芬多夫揭示了现代自然法学派在为现代政治制度和道德世界奠定基

础时面临的根本选择。

普芬多夫在晚年回应批评的论辩著作中，提醒他的批评

者，“自然（naturae et naturalis）这个词极其含糊”，因此要

使用这个概念就要明确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它。不同的学科理

解的“自然状态”往往不同。对于自然哲学家来说，自然状态是与

不正常、扭曲、不合自然常态的状态相对，因此自然状态就是自然

的常规状态；而对于医生来说，是与病态相对；而对于罗马法学者

来说，则将人的状态划分为“根据自然状态”（secundum statum

naturalem）和“根据市民状态”（secundum statumcivilem）；

而神学家就会将自然状态理解为“纯真状态”，与人的堕落或败坏

的状态相对。[28]由此可见，所有使用自然状态概念的人，其实都

是从人要退出或离开的状态，也就是从自然状态的否定意涵来理解

这一概念，这也正是普芬多夫分辨自然状态不同涵义的主要方式。



从这一角度看，普芬多夫指出，在“自然法的学科”中，可以

从三种方式来考虑人的自然状态。第一种方式是与“野兽状态”相

对，即人凭借上帝赐予的禀赋“超出其他动物的状态”，也就是我

们前面谈到的“自然状态”最基本的“人性”意涵。人的这一状态

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因为这一状态的生活方式并非出于人自

己的自由选择，而是根据对上帝的义务（obligatio a

Creatore），是在人出生的时候来自造物主的命令，是对人的普遍

义务。自然法学科考虑的第二种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

（statusculturae）相对，因此在自然状态中，但凡“来自他人的

协助、勤劳与发明，无论是凭借自身的思考和工作，还是靠神圣援

助产生的”，都被排除在外。显然，没有了文明，这种“贫乏、无

知而弱小”的自然状态，与后来人类通过“勤劳”（industria）

添加的各种生活便利相比，是极端悲惨的状态。第二种自然状态的

用法，凸显了自然状态作为生活状态的不幸。普芬多夫之所以把第

二种方式的人类生活状态称为“自然”，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用法

中，通常将人出生时所处的状态，与后来因他人或自己的所作所为

造成的状态相比时，称之为是“自然的”（naturalia）。自然法

学科考虑的第三种自然状态是与政治状态相对，在政治状态中，人

群服从同一个最高的政治权威。而之所以把政治状态的对立面称为

是“自然”的，因为“自然”通常与“出自人为信约”的状态（ex

facto et pacto humano）相对。[29]

普芬多夫的自然状态分类体系[30]

对自然状态概念的这一三分法，与普芬多夫早先在《论人和公

民的自然法职责》中的纲要性讨论如出一辙：

仅仅遵循理性之光的指示，自然状态可以从三种方式来考虑，

要么是就人与上帝造物主的关系（ad Deum Creatorem），要么是

就每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in ordine singulorum hominu ad



seipsos），要么是就人与他人的关系（in ordine ad alios

homines）。[31]在《论职责》第二卷建立的这一自然状态分类体

系，显然是以第一卷阐述的人对上帝的职责、人对自身的职责以及

人对他人的职责这一自然法学说为基础建立的。[32]但这一围绕自

然法的义务逻辑构造的自然状态三分法，并没能清晰地呈现三种自

然状态之间的概念关系，特别是前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与前文明的野

蛮或原始状态之间的概念关系。事实上，在作为《论职责》基础的

《自然法与万民法》中，在第一卷最初引入自然状态概念时，普芬

多夫心目中的划分逻辑多少有些不同：

我们习惯于考虑人的自然状态要么是绝对的（absolute），要

么

是与他人相关的（in ordine ad alios homines）。前一种方

式，在我们找到适合的词汇之前，我们称之为人性，这种状况可以

理解为，当造物主想要将人确立为超出其他动物的存在时人所构成

的状态……

这一状态是与野兽的生活和状况相对的……就与他人相关来考

虑，人的自然状态可以理解为人由自然相似性导致的那种单纯的普

遍亲缘关系（nuda illa et universale cognatio）在彼此之间建

立的状态，它先于任何使人与人之间具体产生义务关系

（peculariter uns alteriredditus...obnoxius）的人的行为或

信约。此外，还要加上第三种考虑自然状态的方式，即把自然状态

理解为抽去使人的生活变得美好舒适的人的所有发明和制度，哪怕

是神向人启示的。[33]从普芬多夫的论述可以看出，自然状态的原

初划分是在“绝对自然状态”和所谓“与他人相关”的自然状态之

间做出的（vel...vel），前者明确与野兽状态相对，而后者则先

于人建立彼此关系的法权行为或信约，因此是与政治社会相对。这

两种考虑自然状态的基本方式构成了普芬多夫自然状态学说的核心



问题。而第三种考虑自然状态的方式（即前面列表中的“第二

种”），则明显是额外添加到这个二元划分中的（quo etiam

accedit...）。[34]因此，最初推动普芬多夫思考自然状态问题

的，是人性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而自然状态的概念则是理解前政治

条件下人性的基本状况。

然而，在人性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上又“添加”了一个“前文明

的自然状态”，却并非出于偶然。普芬多夫之所以在修订《自然法

与万民法》时增加了第三种自然状态，就是意识到“前文明的自然

状态”对于思考人性与政治的现代政治哲学核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路

径。事实上，“前政治”还

是“前文明”的自然状态，面对的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在创立伊

始就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理解人性的出发点应该是霍布斯的自然

状态，还是格老秀斯的社会生活。现代思想的“社会性”概念，正

是来自普芬多夫对这两个表面上尖锐对立的传统的综合。普芬多夫

对此的“综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普芬多夫巧妙

地借助了霍布斯为了增强自然状态学说的说服力，强调前政治状态

的不幸生活的论述，将自然状态的“野蛮”生活方式，改造为一种

格老秀斯式的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为自然状态的和平化建构了一个

道德空间；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霍布斯式前政治的

自然状态，还是格老秀斯式的前文明的自然状态，都有着共同的人

性出发点，这就是所谓“绝对自然状态”，而这一绝对状态并不是

霍布斯的绝对自由状态，而是受自然法义务约束的有限自由状态。

借助自然法来驯服自然状态，使自然状态受到自然法与正当理性的

义务约束，从而使自然状态具有实质性的道德意涵，最终为和平化

的自然状态提供道德根基，这就是普芬多夫完成的对霍布斯和格老

秀斯的综合。



在《自然法与万民法》具体讨论“人的自然状态”时，普芬多

夫就清楚地交代了这一综合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所谓人的自然状态，我们这里所理解的不是自然最终倾向于让

人所处的状态，最适合人的最完善状态，而是人在仅考虑其出生本

身所构成的状态，这样理解的自然状态，从中抽去了所有发明和制

度（无论是人的发明，还是神向人提议的），加上这些，就会给人

的生活带来不同的面目。而被抽去的不仅包含各种技艺、人类生活

的普遍文化，还尤其抽去了政治社会，随着政治社会的兴起，人类

生活才建立了有所依循的秩序。

因此，要对这个状态有分明的认识，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就其

自身而言（in se）的自然状态，尤其是其中伴随的不便和法权

（iura）；这也就是每个人类个体，如果没有技艺，撇开人的文化

和发明，也没有引入国家，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其次要考虑就与

他人关系而言（in ordine ad alios homines）的自然状态,是否

这样的自然状态具有战争还是和平的面目，也就是说，人是否相互

生活在自然自由的状态，是否彼此没有臣属关系，也没有一个共同

的主人（dominus），会彼此视为敌人，还是朋友。

而且，自然状态要么是纯粹的，也就是绝对的（merus

autabsolutus），要么是有限的（limitatus et restrictus），

前者涉及同等所有人，而后者只考虑人类的某一部分。事实上，可

以有两种方式来考虑人类，要么考虑所有人中每一个都生活在自然

自由中，要么理解为与他人结合成社会，但与其他没有共同关系的

人只有人性的纽带相连。[35]从这段导论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普芬

多夫研究人的自然状态的开端是所谓“绝对自然状态”。与普芬多

夫对自然状态的原初界定一样，这就是考虑人之为人的所谓“人

性”时所处的状态。人性的自然状态理解，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

一开始就具备的义务和权利，既不考虑他与其他人的社会纽带和权



威关系（“状态”规定性的位置关系），也不考虑年龄增长给人带

来的完善（“状态”的时间关系）。这是自然状态概念的原初起

点。人之为人，就是处于绝对自然状态时具备的义务和权利。

虽然绝对自然状态可以看作是普芬多夫自然状态学说的出发

点，但为了理解这一状态，从中抽去或者说排除的人类生活的各项

文明和便利，究竟焦点是“文明”，还是“政治”呢？这一点并不

难判断。普芬多夫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从人类生活抽去的东西

中，“最重要的”（potissimum）就是“政治社会”。普芬多夫引

入“自然状态”概念的主旨也仍然是霍布斯式的：“我本人判断，

对于那些抱怨国家的负担和不便的大众来说，除了

在他们眼前再现自然状态的不便，没有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因此，“就自身而言的自然状态”，虽然是前文明的自然状态，

目的也是为了凸显自然状态的不便，远远超过引入国家带来的负担

和不便，这其实是对霍布斯修辞技巧的系统发展。[36]但如果前政

治的自然状态是自然状态概念的关键，何以后来添加的、修辞性的

前文明自然状态，在普芬多夫的主要著作中，会作为“就其自身而

言的自然状态”，揳入作为人性出发点的“绝对自然状态”和“就

与他人关系而言的自然状态”呢？[37]事实上，普芬多夫在借用霍

布斯的策略，强调自然状态缺乏生活的各项便利，论证自然状态相

对于国家的“不便”时，拥有霍布斯不具有的概念优势。普芬多夫

并不像霍布斯那样认为，自然状态由于人性的冲突和法权的矛盾，

从而是无法生活的状态。因为，普芬多夫的绝对自然状态，并不像

在霍布斯那里那样，是绝对的自由状态。

在普芬多夫看来，虽然在绝对自然状态中，个体因为尚未具备

对自我以及行为的知识，也不能按照某种规范来管控自己的行动，

因此许多职责的执行并不完备，但普芬多夫并不认为，在绝对自然

状态下只存在对上帝的职责，相反，普芬多夫明确指出，因为这一



状态已经预设了理性的存在（人超出其他动物的主要自然能力），

因此，牵涉到与他人的义务关系的权利（iura quae in

aliis...obligationem...inferunt），已经在这一状态中存在，

并具有效力了。比如不受他人伤害就被视为这样的义务，因此对所

有人都有效。普芬多夫让大家设想一个尚在子宫中的胎儿，如果受

到他人的伤害（比如在伤害母亲时也伤害了胎儿），那么这个孩子

生下来长大后，也可以要求别人对他进行补偿。但如果胎儿在具有

人形前遭遇破坏，甚至流产，

至少就这块胚胎来说，谈不上伤害的问题。[38]这样看来，在

绝对自然状态中，《论职责》中分析的三种自然法职责，其实都已

经存在。[39]因此，普芬多夫始终强调，人在自然状态下并没有霍

布斯坚持的那种无限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下，人受到来自自然法和

正当理性建立的各种义务的道德约束。[40]事实上，在普芬多夫这

里，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已经包含了义务和职责的约束。[41]在这

个意义上，即使没有政治社会，自然状态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名副其

实的道德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论职责》中，普芬多夫可以从职

责的基本分类出发构建自然状态的类型学。[42]普芬多夫对绝对自

然状态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格老秀斯社会欲望概念的影响。在某

种意义上重现了格老秀斯在论证自然社会性时借助的斯多亚传统中

的自我“属己”观念与他人关切的阶段，前者是完全只考虑个人的

状态，而后者则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普遍亲缘关系”。

这种“单纯普遍的亲缘关系”，作为社会性的基本形态，在普芬多

夫这里，无须像在霍布斯那里，必须通过特定的政治社会的建立才

能训练和培养出来，而是每个人彼此之间都应具备的一种和平友善

的相互义务。[43]不过，无论格老秀斯，还是普芬多夫，都并不认

为，这样一个前政治的道德空间，仅仅是概念的形式虚构，而是一

种在政治社会建立之前围绕财产和所有权问题营造的实质生活形

态。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与前政治的自



然状态，在概念上的分离，不仅为自然状态的历史化提供了可

能，也为一个与“政治社会”不同的“文明社会”或“市民社

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出现开辟了空间。

因此，从概念上看，直接来自“绝对自然状态”的“就其自身

而言的自然状态”，作为自然状态和平化的道德空间，成了人类得

以在无须政治社会保护下凭借勤劳积累文明的空间。现代自然法哲

学的自然状态学说，不仅将人性本身与政治社会断成两截，还进一

步在人性本身与政治社会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凭空建构出一个具

有道德义务和自然法权的社会性空间，这可以说是普芬多夫综合霍

布斯与格老秀斯的一个意外后果，它几乎规定了18世纪以后从苏格

兰到普鲁士的欧洲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格老秀斯

的社会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经过一番漂泊，最终在霍布斯的自然

状态中找到了落脚的土地，大概普芬多夫也想不到，它未来会拓殖

出一个多么广阔的新世界。

11在虚构与真实之间：自然状态的历史化

在进一步考察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格老秀斯改造

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停下来，看看热中分类的普芬多夫对自然状态

概念的另一组分类，这一组分类不仅是他的自然法学说综合前政治

自然状态与前文明自然状态的关键步骤，而且也为日后“自然状

态”在概念上从逻辑虚构发展成为原始状态的文明阶段的重要环

节。

在原则上，普芬多夫始终强调，“人类总体（universum genus

humanum）

从未，也根本不可能在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中生活过。

”[44]普芬多夫坚持这一主张，一个主要的考虑是，无论前政治的



自然状态，还是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如果就自然状态是一种人类生

活的悲惨状况而言，都与圣经历史存

在明显的冲突：“为了彻底理解自然状态，让我们悬搁从《圣

经》中所获取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知识，把对自然状态的探究限定在

单纯理性的限度以内。”[45]但普芬多夫在论述自然状态时却做不

到像霍布斯一样几乎对圣经传统完全置之不理。[46]无论就前政治

的自然状态，还是前文明的自然状态，普芬多夫都在“悬

搁”（abstrahamus）了圣经传统对人类起源的描述后，又试图为

后者在他的自然状态学说安顿一个理性的位置。然而在这两种情况

下，这一努力的意涵还是多少有些不同。

在论述前政治的自然状态时，普芬多夫指出，这一状态既可以

理解为是“概念上的虚构”（per fictionem concipitur），也可

以看作是“真实存在”（revera existit）。霍布斯笔下通过社会

解体形成的个体“被抛”状态，被普芬多夫看作是虚构，或者称为

是完全或纯粹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理性的概念虚构中，人摆脱了所

有权威，人与人之间除了作为同类尚存的某种人性联系外，没有任

何纽带。然而，普芬多夫马上承认，这种状态“从未真实存在，将

来也不会存在”。因为根据圣经的明文记载，亚当和夏娃这对人类

始祖之间就通过婚姻的纽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上帝还命令

妻子要服从丈夫的权威，他们的子女要服从父亲的权威。这种所

谓“特殊纽带”（peculiaria vincula），与仅仅出于人类的自然

相似性的普遍纽带不同。

因为人类通过交配代代繁衍，“特殊纽带”也就从未从人类中

消失。要在基于圣经原则的人类起源故事中为“自然状态”找个真

实存在的位置，显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人类始祖通过婚姻

纽带建立了社会伴侣关系（societas），而其后代，则通过共同的



祖先建立了某种亲缘纽带，而且伴随这些纽带，还有人与人之间的

权威关系，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现霍布斯笔下

没有上位者的自然状态。[47]面对纯粹自然状态的“虚构”与

圣经历史的这一明文冲突，普芬多夫不得不申明，真实存在的前政

治状态，“并非事情的开端（initio rerum），而是随着人类的繁

衍，分散组成了许多彼此相分离的家庭时才出现的。从那时起，那

些在同一家庭内部生活的人，他们的关系是为夫妇、父子以及主奴

这些特殊纽带所维系，而那些仍然生活在家庭之外的人则置身在自

然状态之中。”这种人的自然状态与非自然状态的权威并存的现

象，在国家出现后，也出现在国家内外关系的反差中。这样，普芬

多夫将霍布斯用来佐证自然状态学说的经验实例，转变为一种所

谓“真实存在”的“自然状态”。“真实存在”的“自然状态”，

实际上是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原则与圣经历史中的自然权威原则

的某种折中产物。但正如费尔默当年就指出的，如果承认圣经历史

对人类始祖生活的描述，承认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自然繁衍的家

庭生活，那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根本就没有立足之

地。[48]因此，“真实存在的自然状态”，只能是自然状态在理性

虚构出来的纯粹形态的某种“变形”或者“片段”（temperatus

et velutpartialis）。普芬多夫指出，随着人类繁衍增多，分裂

的社会集团越多，就越接近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因此，生活在

自然状态中的并不是第一代人，反而是其后代：“事实上这一状态

在人类的开端并不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共同祖先的记忆

消失了，或由此产生的亲近感湮灭了，这种状态就随之浮现出来

了。”[49]正是从理性虚构“变形”为真实存在的过程中，“自然

状态”开始成为一种历史阶段。

不过如果说普芬多夫为了在圣经历史的框架中容纳前政治的自

然状态，将之“变形”为人类始祖故事终结或被遗忘后某个“随之



浮现”的状

态，那么他对前文明的自然状态的论述，更具体地展现了普芬

多夫采用历史化方式处理“自然状态”学说与圣经原则之间的直接

矛盾。

虽然普芬多夫强调，为了充分理解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必须悬

搁来自圣经对人类起源的故事。单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人类起源

无论是什么形式（“无论我们想象最初的人类是一对男女，或是在

那个时刻，许多人类存在者竟然同时出现了”），如果排除了人类

一切发明和制度，其自然状态必然都是非常悲惨的。但这种霍布斯

式的修辞，无疑与圣经对乐园状态的描述有冲突。因此，前文明的

自然状态，只可能定位在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乐园之后：

当那对最初的人类存在者犯下罪过并因此从伊甸园的至福状态

被驱逐出去以后，他们看起来亦处在某种程度的自然状态之中；只

不过因为至善的上帝对于他们的悲惨境遇提供了特殊帮助，由此他

们的处境就并非我们讨论的那种自然状态的极端情形。[50]普芬多

夫对圣经历史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强调，我们对于人类始祖的乐园

生活其实所知甚少，因此无法知道他们如何获得了对各种技艺的知

识（毕竟乐园中的生活无须考虑衣食，也没有劳作的辛苦），而另

一方面则突出了人类始祖因为上帝的特殊眷顾，才克服了“自然状

态的极端情形”所遭受的不幸。但无论如何，在单纯理性设想的前

文明状态中，“最初的人类存在者就会过着悲惨得甚至几乎与野兽

无异的生活—直到他们凭借自身的经验和聪颖，或者凭借着对不同

动物生存技能的偶然察知，使自己的生活逐步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且

借助反思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技艺。”考

虑到技艺发明的极度困难，异教作家猜想的人类早期生活，与圣经

中的伊甸乐园多少有些相似，否则祛除了所有人类文明成果



的自然状态，“很难想象任何人类存在者能够在这些状况中幸

存下来”。[51]因此，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如果在现实中是可能的，

那么一定不会像理性设想的那么纯粹或绝对。即使像鲁滨逊一样，

因遭遇海难而流落无人踏足的荒岛，“在那里赤裸身体、贫苦不

堪，甚至被剥夺了所有的工具”，普芬多夫敏锐地指出，这样的

人“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自然状态中。因为毕竟他还保持着对

于人类文明生活的记忆，也有关于各种技艺的知识”。所以，只有

当一个婴儿，被父母遗弃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从小到大无人帮助，

这种终生的孤独状态，才算是“自然状态的完美样板”。[52]然而

之所以人类整体从来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极端缺乏文明的自然状态，

根据普芬多夫对圣经历史的重写，那是因为人的始祖在被逐出乐园

之后，并没有像孤独的婴儿一样毫无援助，来自上帝的救助，使人

得以迅速完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从而就摆脱了纯粹的前文明

状态的悲惨处境：

人类的祖先在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在上帝的特殊恩典和教导

下，特别是由于他们从上帝那里习得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最

重要器物的使用方法，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堕落状态下的悲惨。因为

人类的祖先们堕落后，就立刻用无花果树叶子给自己织就了最初的

围裙。

但是，因为这种材质做成的衣服，顶多用来遮羞，却不能有效

地帮助人们抵御恶劣天气的侵袭，因此上帝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能

够更适于这两种用处的材质—兽皮。如果不是上帝的教导，我们实

在看不出最初的人类存在者怎么能用那么短的时间就穿上了兽皮制

成的衣服，毕竟那时他们既没有铁制的工具，也还不习惯宰杀动

物。[53]这一对人类始祖堕落故事的文明史解释，与其说是在强调

上帝的道德教

诲，不如说是凸显了技艺的发明对于整个文明生活的重要意



义。依靠技艺的发明，人类的生活得以逐渐摆脱了纯粹自然状态下

的悲惨和不幸。通过对人类始祖堕落后生活经历的新解释，普芬多

夫将圣经历史纳入到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然状态学说中。作为这一

调和的结果，真实存在的前文明状态，就成了普芬多夫所谓的“人

的原始状态”（primaevo hominum statu）。

而普芬多夫对这一原始状态的描述，不得不勉力在霍布斯修辞

的逻辑和圣经传统的原则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在这一状态下，

原始人在神的协助下迅速掌握了铁、火和农作这样一些对于生活而

言必需的工具和技艺，人在前文明的现实状态中能够幸存，必须要

感谢神的恩典；但另一方面，即使原始人学会了这些技艺，但在没

有政治社会的情况下，这一生活状况仍然是“不幸而卑污的”。

因此，“人的原始状态”，作为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的

形态，似乎是位于绝对自然状态的人性开端与政治社会建立之间的

中间状态。但严格来说，它不仅是一个中间状态，在普芬多夫笔

下，这个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开始被看作是文明演进中的一环，不

再依赖乐园中自然自发提供的果实，而是凭借勤劳和技艺的发明来

改善人的生活（per industriam ac variasartes inventas

cultura vitae allata）。[54]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与前政治的自然

状态，在普芬多夫自然状态系统中的历史化合流，意味着政治社会

不再像在古典政治性的学说中那样意味着人性自然的成全，而是人

类文明的积累和进步。但这也最终意味着，政治既然有其出现的历

史起源，也势必会有消失的末日。[55]政治不再是人的命运，而只

不过是人类生活经历的一段插曲，无论这段插曲听起来像悲剧，还

是喜剧。

不过，普芬多夫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为了脱离悲惨状态进行

的文明积累，不仅包括工具和技术的发明，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

会关系（societas inter homines）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正



是为了分享发明，将个人的勤劳惠及众人，并将前代人的发明传承

给后代。“协同工作、商业往来、结伴聚居、定期聚会”都是社会

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须以政治社会的建立为前

提。[56]社会性与“生活的培育”（cultus vitae）紧密地结合在

了一起，为日后“文明社会”学说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的“文

化”概念的形成，奠定了最基本的思想架构。[57]由此可见，自然

状态的历史化，为现代道德哲学开辟了人性在政治社会之外培育自

身的空间。只不过，这一培养灵魂（cultus animi）的空间，不是

人整体人性的成全，而是一种新的社会性形态的培育和演化，其焦

点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如何在自由个体之间构成社会性的关

系。人的政治秩序，进一步被看作是在这一社会关系中，并依据社

会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人为制度。社会性的道德空间，及其对政治

社会的奠基性关系，就成为现代政治和道德思想的总体格局中，普

芬多夫综合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思想留下的最大遗产。

12非社会的社会性

1784年，在《哥达学报》上，康德的一位同事声称，康德认

为“人类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最完善的政治制度”，而且康德还希

望具有哲学眼光的历史学家能够撰写一部历史，表明“人类在不同

时代是如何接近这一终极目的的，或者距离它还有多远，以及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做些什么”。为了澄清和充实这个说法，康德

在同年的《柏林月刊》上发表

了“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Ideezu

einer allgemeinenGeschichtein weltb俟rgerlicher Absicht）

一文，这篇包含九个命题的短文，系统地综合了现代自然法学派及

其后继者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的洞察力，为康德发展自己的国家和

历史学说奠定了基础。[58]在尝试给自然目的论赋予新的涵义之



后[59]，康德在“世界公民”一文的“命题四”就试图从这一自然

目的论入手论证社会性的发展，这段浓缩了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社会

性概念的论述颇值得我们仔细研读与分析：

自然用来实现其所有禀赋之发展的手段，就是这些禀赋在社会

中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毕竟最终成为社会合乎法则的秩序的原

因。在这里，我把这种对抗理解为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

说，人们进入社会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却与不断威胁要分裂这个社

会的一种普遍的阻抗结合在一起。这一对抗显然蕴涵在人性之中。

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偏好，因为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更感

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说，感到自己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他也有

一种使自己个别化（孤立化）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在自身中也发现

了非

社会的属性，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切，并且因此而到

处遇到阻抗，就像他从自身得知，他在自己这方面喜欢阻抗别人一

样。

正是这种阻抗，唤醒人的一切力量，促使他克服自己的懒惰倾

向，并且在名誉欲、支配欲和占有欲的推动下，在他的那些他无法

忍受，但也不能离开的同伴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这就迈出了从

野蛮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真正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

值；于是，人的一切才能都逐渐得到了发展，趣味得以形成，甚至

通过不断的启蒙而开始建立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将粗

糙的道德辨别的自然禀赋逐渐转变成确定的实践原则，并且就这样

使形成一个社会的那种基于自然激情的被迫协调，最终转变成一个

道德的整体。[60]

如果说“命题四”是康德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或者更准



确地说，是卢梭对霍布斯学说的批评）迟来的评判的话，那么，这

段话清楚地表明，康德利用前三个命题建立的自然目的论赋予了霍

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学说以世界历史的意义。从普遍历

史这一“自然的隐秘计划”来看，卢梭笔下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状态

因为妨碍人的自然禀赋的目的性发展，使人不能超越家畜式的存

在，而人在自然目的论中得以实现其自然禀赋的“文化”，完全来

自“非社会性和普遍阻抗的源泉”（die Quellender

Ungeselligkeit und des durchgängigen Widerstandes）推动的

工作与勤劳，这正是康德断言“文化真正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

值”的意涵。体现在文化中的人的社会价值，不只是“社会化倾

向”的实现，而是“非社会的社会性”的构成。在文化完成人的自

然目的论历史使命的意义上，霍布斯通过自然状态学说为现代道德

哲学和政治哲学奠立的原则，在康德的启蒙论述中，得到了或许最

意想不到的强有力辩护。“不和刺激懒惰

者劳作……对必死者是好的。”赫西俄德的古老告诫，在康德

这里，找到了现代的知音。[61]然而，康德所谓的“人的非社会的

社会性”（die ungesellige Geselligkeit derMenschen）并不仅

仅是社会化的倾向（eine Neigung sich zu vergesellschaften）

与“个别化的倾向”（eine...Hang sich zu vereinzelnen）

或“非社会的属性”（dieungesellige Eigenschaft）在人心理上

的简单结合，或在历史中的共同作用，而在于康德最终赋予二者的

道德结合意涵，即正是借助这一对抗，社会从自然激情的被迫协调

转变为“一个道德的整体”（ein moralischesGanze）。可以说，

康德在“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中找到了现代道德世界形成、持久发

展，直至实现其最终目的的真正动力。康德对“非社会性”与“社

会性”的道德综合，虽然可以看作是现代道德哲学思想“社会

性”概念整体发展的自然结果[62]，但对于康德阐述的“非社会性



的社会性”的道德原则来说，最重要的环节正是普芬多夫在其自然

状态体系建构中完成的“霍布斯—格老秀斯”综合。

我们已经看到，普芬多夫通过对自然状态的分类，区分了前文

明和前政治两种方式的自然状态，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有关学说进

行了系统综合，并为了克服“自然状态”概念与圣经原则的冲突，

将自然状态的纯粹形式与其在现实中的变形区分开，从而使自然状

态成为从“人的原始状态”开始，通过技艺的发明和社会关系的发

展实现文明积累的进程。但要能够在变形的自然状态中描述出这一

准历史化的过程，需要克服的首要困难，仍然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作为战争状态的学说。

普芬多夫首先承认，霍布斯的主张，作为假设，“似乎在某种

意义上是可以容忍的”。也就是说，只要把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

态”当作理性虚构的纯粹或完全的自然状态来看待，他有关自然状

态作为战争状态的论述就还可以接受。但一旦我们考虑的是“真实

存在”的，而不是“抽象概念”中的自然状态，就不能忽视圣经权

威建立的原则，即人的自然状态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而人类彼此

之间最初是友而非敌，只要人类仍然还记得其起源的话，也更多会

把彼此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但普芬多夫从“真实存在”的自然

状态出发对霍布斯最重要的批评，却是来自自然状态的前文明立

场，这清楚地表明了“自然状态”历史化赋予这一概念的文明意

涵：

事实上，最初在人类中引入社会，不是为了退出自然状态，而

是因为人类非此就不能增长和保全。而从这里产生一种自然状态，

是因为人类的繁衍使他们不能再容纳在一个社会中。[63]自然状态

与社会状态并不矛盾，而且“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是不

恰当的，因为即使那些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也能够，并应当，而

且惯于经常过一种相互的社会生活”。[64]普芬多夫对自然状态社



会性的强调是对霍布斯思想的重要推进。

在本书第一章讨论现代社会性概念时我们就已经指出，霍布斯

并不否定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交往，但在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

的形式理性论证中，特别是法权建构的论证中，在原则上，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也是人不可能在其中生活

的状态。人的社会性就是自然状态冲突和矛盾的焦点：一方面，社

会性是理性建立自然状态中人性冲

突和法权矛盾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社会性，人性根本不会导

致这样的冲突，而不过像卢梭笔下的“自然人”一样“相忘于江

湖”，即使相互伤害，也不会将他人构成自身生活的尺度；但另一

方面，自然状态又要通过所有共同体纽带的解体抽象出人的原初孤

立状态，将整个社会性浓缩在人完全孤独的原子化形象中，无论人

性在激情和理性的心理世界中如何无数次地想象他人的在场，让自

己的权衡充斥着他人的思想和欲望，这一“过度社会化”的个体却

无法在彼此之间组成真正的社会，自然状态的全部社会性停留在每

个人的猜疑和恐惧中，却无法构成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霍布斯思

想中“社会性”概念面临的这一根本困难，最终在普芬多夫的自然

状态分类学中获得了一个或许意想不到的“解决”。当霍布斯的理

性“自然状态”变形为“真实存在”的自然状态时，“那些生活在

自然状态中的人”，就开始建立一种使这一“真实存在”的自然状

态可以生活的“社会”，因此在人类生活中引入“社会”，不是为

了退出自然状态，恰恰是让人们可以在自然状态中生活（“社会生

活”），并且“增长和保全”。

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论证战争状态的人性论证逐一予以回应。普

芬多夫认为，空间分割会自然使人无法直接伤害他人或侵夺其财

产，因此彼此远离的人因为缺乏伤害意愿，不能被认为是敌人，而

且，霍布斯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平等，使人不会轻易发动与平



等者的冲突，给自己生命带来威胁，因此更可能限制而不是加强加

害意愿。总之，我们在霍布斯的人性冲突论证中看到的平等面临的

人性困境，在普芬多夫看来，只是导致个别人之间相互加害的特殊

原因，而“不足以在人类中必然引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

争”。[65]不过，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体系中，对霍布斯学说最重

要的反驳来自对于其法权论证的理论前提—绝对自由—的坚决拒

斥。《自然法与万民法》第二卷在详细考察自然状态之前，首先探

讨的一个问题是，人是否

在其自然状态下具有不受法律约束的完全自由。考虑到在第一

卷中普芬多夫探讨的是道德科学的方法问题，这一章实际上是普芬

多夫整个自然法体系的真正开始。[66]普芬多夫明确表示，不受限

制的自由对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是无用，甚至是毁灭性的。无限制

的自由只适用于神，或以某种低级的形式存在于尚无理性思维的动

物那里，而上帝并没有赐予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放任”（exlex

licentia）。考虑到人野蛮多变的情感

（in...humanorumaffectuumferocia et varietate），人的自由

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67]否则，人与人的生活势必变成霍布斯描

述的自然状态：

你会看到一群狼、狮子或狗彼此吞噬的混乱场面。事实上，每

个人对于他人都将是一头狮子，一匹狼，一条狗，而且比所有这些

野兽都更有害；因为没有什么动物，在能力和意志上，比人对人造

成更大的伤害。[68]然而，这一霍布斯式的论证，在普芬多夫这里

发挥了完全相反的理论功能。在霍布斯那里，人相对于政治性动物

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自然状态必然是战争状态，只能通过人为的手

段才能退出这一处境；而对于普芬多夫来说，人性的这一点恰恰表

明，人在自然状态下不具有霍布斯描述的绝对自由（所谓“无法无

天的放任”），而是受到了自然法和健全理性的约束。



而霍布斯较少针对与政治社会对立的自然状态提及的文明理由

（人在无文明状态下的脆弱），更被普芬多夫用来支持他的主

张。[69]如果承认普芬多夫的这一修正，那么霍布斯得出自然状态

作为战争状

如果认识到霍布斯所描述的处于此种状态中的人仍然受到自然

法和健全理性的规范的话，那么无论这些论述（指霍布斯在《论公

民》i.7中的论证，引者按）初看起来如何悖谬，也绝不应推出一

个人容许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种放任。但既然这样一种放任

是无用的，而且不能被任何健全的人视为人的持久保存的充分手

段，那么就必须声明，自然从未以任何方式容许这样的放任。而即

使有任何人贸然使用了它，他也会不幸地发现这对他自己是非常有

害的。

因此，霍布斯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在人类能够通过信约在彼

此之间分割那些有助于自我保存的东西之前，自然将其置于所有人

中间；而没有上位者的人，能够根据自身的健全理性来行动，做那

些有助于自己持久保存的事情。如果霍布斯的观点就像他的表述初

看上去那样粗暴，完全排斥我们这里对它进行的善意解释，那就让

他自己看看用什么方式反驳他应受的责难吧。[70]普芬多夫对霍布

斯论证的所谓“善意解释”，其实就是在用“财产”或物的社会关

系，来重新规定前政治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人的绝对自由，我们知

道，这正是格老秀斯社会性概念的核心。由此可见，自然状态下限

制或约束人的霍布斯自由的自然法和健全理性，在相当程度上，来

自格老秀斯传统的社会性。这一自然法培养或教导了人在自然状态

下生活的各项义务，使人能够与他人“和平”地共同生活。因

此，“和平”就是“自然本身在排斥人的作为的情况下设置和保证

的状态”，完全基于自然法的义务（obligatio legis

naturalis）。[71]



最终，有关自然状态是否是战争状态，普芬多夫得出了一个不

稳定的折中立场，而这正是普芬多夫综合霍布斯和格老秀斯的真正

意涵：

检视了所有这些主题，显然，我们得在这里提出一些折中的办

法。由自然相似性所产生的人际间的纽带、人类的彼此需要，以及

自然法关于和平的指令，基于这些理由，那种认定自然状态为战争

状态的观点是不合适的。然而，人类的邪恶、他们的欲望，以及那

种足够与正当理性对抗的人类激情，所有这些也决定了自然状态下

的和平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每个人预先

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们也应该乐于承担对别人和平和仁慈的义务：

如果对方愿意接受善意的话。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时

刻关注自身的安全，绝不能掉以轻心，就好像所有那些与别人建立

的友谊都是靠不住的—千万不要轻信他人的正直与单纯，千万不要

丧失了防人之心。[72]普芬多夫认为，自然状态成为受到自然法与

正当理性支配的状态，因此，不会变成彻底的战争状态。

不过，没有政治社会，格老秀斯借助物的关系建立的社会性仍

然并不足以稳定地克服自然状态中的“猜忌、分歧、试图削弱他人

力量的努力、超过他人的欲望，或毁灭他人而增强自己力量的欲

望”这些霍布斯式的情感。[73]因此，建立国家的主要原因，不再

是自然状态不可能生活的理性矛盾，而是人类激情状态的不稳定和

危险。[74]在这个意义上，普芬多夫，乃至之后的洛克，对霍布斯

有关“人对人是狼”的著名格言，进行了弱化的心理解释：即这是

人对人的信任的缺失，但健全的人并不会从这种猜忌和

分歧就进入战争状态。[75]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普芬多夫在根

本原则上完全追随霍布斯，不过是在霍布斯的原则之上文饰了格老



秀斯的措辞，或者用霍布斯的原则彻底改造了格老秀斯[76]，而是

主张，通过这一综合，普芬多夫将现代自然法对自然状态与社会性

的洞察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原本在格老秀斯思想中就已经存

在的自爱与社会性的内在关系，系统地纳入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学说中，为现代主体的新道德世界提供了可能。但普芬多夫通过综

合霍布斯与格老秀斯建立的这一“自然契约的和平”（pax

naturalis pactis），一个“脆弱的，不可信的状态”能否持久

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现代政治哲学的自

然法学说。

[1] 霍布斯人性论的阴暗色彩，真正令人敬而远之的，不
是所谓人性恶的悲观结论（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在这方面
与霍布斯相比并不逊色，而且霍布斯自己也并不认为他的
学说在指斥人性的恶。De
Cive,epi.ded.;Leviathan,xiii.10,comp.xxvii.1），而
是因为其中暴露了现代人性论始终面临一种无法解消的悲
剧性冲突。这种人性的根本困境，似乎是人即使凭借理性
也无法克服的命运（或者根据霍布斯的洞察，恰恰是因为
人运用了自身的理性，才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之中）。霍布
斯的批评者、继承人，甚至解释者，真正不能面对、竭力
回避的，正是现代人的这一悲剧性处境。人为的政治制度
或权力，只能通过外在的威慑或内在的纪律，延迟或缓解
了这一困境，而并不能真正改变人性，消除这一困境。

[2] 特别是在《利维坦》问世后，很快掀起了一股对霍布
斯的学说进行批判的风潮，有关的考察参见S.Mintz,The
Hunting of Leviathan:Seventeenth-Century Reactions
to the Materialism andMor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Jon Parkin,Taming Leviathan:The
Re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deas of
Thomas Hobbes in England1640-
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 Leibniz,“Opin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Pufendorf”,in Patrick Riley ed.,Leibniz: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65-6.

[4] John Locke,“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Reading
and Study for a Gentleman”,in Political
Essays,p.352;cf.idem,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of 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186,p.139.

[5] Barbeyrac,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Science of Morality,XXX.

[6] Pufendorf,Elementa,praef.事实上，这本书几乎只称
引了这两位作者的著作。

[7] Pufendorf,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praef.这一
次，普芬多夫还提到了塞尔登（John Selden）的名字，不
过从他的论述看，塞尔登无论对于自然法学科的发展，还
是对他个人的思想影响，都无法与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相
比。不过在晚年的论争中，普芬多夫更加强调格老秀斯与
塞尔登争论对于自然法学科起源的重要意义
（Pufendorf,Specimen controversarium,I.1）。

[8] Pufendorf,Specimen controversarium,I.1-2,6.普芬



多夫自己明确表示了对“折中派”哲学立场的欣赏。致
Thomasius的信（1688年6月19日），in Gesammelte
Werke,Band1,Briefwechsel,S.194.

[9] Tuck,“The‘Modern’Theory of Natural
Law”,pp.102ff.;J.B.Schneewind,“Pufendorf’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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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自然法权的分裂第四章自然法权的分裂

在事实上并非只有一个自然法的传统，而是有许多个传统。中

世纪的自然法概念，与现代的自然法概念，是不同的两个学说；其

间的连续性仅是字眼上的事……如果现代的自然法学说在内涵及其

深远影响上都已证明与旧的自然法学说如此不同，其理由便在于一

个有关人与宇宙的新概念，把几世纪以来一个无害的正统学说转变

成了进步与革命的一项强有力工具，这工具使得历史转向一个全新

的方向，对这方向，我们至今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1]登特列

夫的这一著名论断，近些年来受到了很大冲击。主张连续论的学者

认为，现代自然法学派不过是远溯希腊的西方自然法思想的一个现

代继续。我们能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斯多亚派这些古代

哲学的传统中轻而易举地找到自然法的思想。[2]有的学者甚至认

为，普遍自然法的思想直接基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学说，经斯多亚

派和中世纪托马斯传统的重新阐述，在现代体现在胡克（Richard

Hooker）和格老秀斯的著作中，而霍布斯和洛克不过是这一贯穿古

今的自然法思想传统的某种偏离。[3]连续

论除了强调古今自然法学派在术语和学说上的承继关系，还面

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倾向于强调自然权利概念

对于自然法学说的重要意义。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时代，个

人权利就被视为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关键

所在。[4]主张古今之争的政治哲学家认为，倡导自然权利的现代

自然法学派，不仅颠覆了关注自然正当的古典政治哲学，而且与托

马斯等阐述的基督教自然法学说也旨趣大异，必须被看作是从中世

纪晚期开始出现的理解人类生活和政治基础的全新学说。[5]但在

不遗余力地倡导连续论的著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学者蒂尔尼看来，

现代自然权利的概念同样有漫长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至教会法悠

久丰富的传统，不能算作现代特有的思想现象。[6]不过，撇开思

想史研究中经常遭遇的“断裂还是连续”的方法论问（接上页）古

典时代并没有多大影响，作为“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现象，只有

在神圣启示的框架中才充分展现了其思想意

义：“Augustine,Thomas Aquinas,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Law”,in Classical Christianity and The Political



NaturalLaw”,in Classical Christianity and The Political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Theological-

PoliticalProblem,ed.by J.Brian

Benstad,Lanham:Rowman&Littlefield,1996,pp.199-222。

题[7]，政治哲学在这里面临的实质问题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在

使用具有多重背景和复杂渊源的自然法权概念时，真正关切的问题

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动力推动其不断发展并改造具有悠久历史

的自然法权学说？只有初步把握了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才能解开登

特列夫当年认为决定我们对自然法理解的“布赖斯之谜”：

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出，（自然法的）这一革命性一直隐含在

其学说中。独特的地方在于，不像绝大多数革命观念，这一思想将

其爆炸性因素隐藏得这么久。近两千年来一向无害的准则，几乎称

得上是道德的老生常谈，在十八世纪末变成了一堆炸药，粉碎了一

个古老的君主政体，震撼了欧洲大陆。[8]

13何为法权？格老秀斯的三个回答

顾名思义，自然状态就是自然法权（ius naturale或lex

naturalis）作用的空间。然而，在自然状态下，面对共同体纽带

解体后的个体，与国家实定法不同的自然法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呢？现代政治哲学通过自然法为道德世界与政治生活奠基面临的一

个首要困难，就是要阐明自然法权独特的作用方式。但在考虑自然

法权作用的方式之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在自然状态中，是否

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权呢？

有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在战争中法律是不做声的

（interarma silere leges）。如果针对的是行为而非思想……如

果这里所说的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话，那么，这句话不

仅适用于国家法，而且也适用于自然法。[9]格老秀斯在《战争与

和平的法权》的“绪论”中针对卡尼亚德斯的挑战，从自爱的社会

性出发建立了正义和法权的基础。然而对正义新的奠基，首先要回

应的就是霍布斯提及的这一老生常谈的挑战：“在战争中法律是不

做声的”。如果像这句古老的罗马俗语所主张的，在战争中所有的

法权都中止了（in bello omnia iura cessare），根本也就不存

在所谓“战争法权”的问题了。然而，格老秀斯却要努力证



明，“战争的进行不仅应当在结果上有助于法权，而且发动战争就

应该依据法权和诚信的方式。”因此，在战争中沉默的只是国家制

定的法律，以及那些司法程序及和平时的做法，但这些并没有涵盖

所有的法权，特别是那些“适用于所有时间的永恒的法律”。用格

老秀斯引用的古代演说家的话说，在战争中，那些“未成文的法

律，无论是自然指令的，还是通过各民族的一致同意

（gentiumconsensus）而设立的”，都没有失效。正如罗马史家李

维所言，不仅有和平的法权，还有战争的法权。如果存在所谓

的“正义的战争”，那么就必须找到什么是判定战争是否正当

的“法权”。[10]要用法权来规范战争，首先必须找到能在武器的

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用声音指挥暴力的法权。格老秀斯与

霍布斯围绕战争与法权关系的根本分歧，实质上事关自然状态中是

否存在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力量，能将自然状态构成一种严格的

道德空间的重要问题。因此，要理解现代道德世界的性质，我们必

须首先考察这一试图在武器的丛林中发声的法权。

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正文的第一章，格老秀斯就明确提出

了全书的首要任务，既然是要考察“战争的法权”，那么就先要回

答什么是我们要研究的战争，什么是我们要研究的法权？对于“何

为法权”这个问题，格老秀斯给出了三个不同的回答：

（一）正当既然我们将本书命名为“战争的法权”，那么正如

我刚刚说过的，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战争是否是某种正当的东

西，然后就是在战争中什么是正当的？因为这里的ius指的不过是

何为正当，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否定的意思，而非肯定的意思。所

以，（战争的）

法权就是其中没有不正当的。而所谓不正当，就是与使用理性

的人组成的自然社会相悖。[11]（二）人身属性ius一词还有一个

与上述涵义不同，但来自前者的涵义，指与人身有关的：在这个意

义上，ius指的是人身的道德属性，具有这种道德属性，使人可以

正当地拥有某个东西，或做某件事。这一法权是与人身相连，尽管

有时也伴随着物，如土地方面的权益，被称为“物权”，就与单纯

的人身权不同，这不是因为物权不与任何人身相关，而是因为它们

仅与拥有某个物的人相连。[12]



（三）法ius一词还有第三个涵义，与“法”的涵义完全相同。

如果就“法”这个词最广泛的涵义来说，指的是约束我们去做正直

的道德行为的规范。我们要求“约束”，因为建议以及其他规定，

哪怕多少正派，只要不约束我们，就不属于法或法权的名目之下。

而允许，严格来说，并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对法律行为的否定，除

非指的是约束每个人不得对法律允许任何人做的事情设置障碍。而

且我们说，法约束我们做正直的行为，而不仅是正当的行为。因为

这里所谓的ius，不仅涉及我们前面说的正义的问题，而且还与其

他德性的问题有关。虽然，符合何为正直的这一法权，也在宽泛意

义上可以称之为正当。[13]格老秀斯对“何为法权”问题的三重回

答，清晰地展示了现代自然法学派面临的复杂的法权概念遗产。

14古典法权与现代法权

（一）正当格老秀斯的第一个回答，指示了“法权”的古典意

涵。将法权理解为“正当的东西”（aliquid iustum），既是“法

权”（ius）在概念上自然的关联，也是自然法传统渊源已久的做

法。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讨论正义这一德性时就指出：“ius或

iustum是根据某种平等的方式与他人达成平等的某种活动。

”而“自然正当”（iusnaturale）就是出于“事物的自然本

性”（ipsa natura rei）产生的“与他人达成平

等”（adaequantur=iustari）的活动，与通过私人协议和实定法

建立平等的方式不同。[14]“自然正当”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根

源是“事物的自然本性”，这与ius的原初涵义紧密相关，因为ius

原本就是“事物”的一部分：

ius这个词首先是用来指正当的事物本身（ipsa res iusta），

其后才被转用来指我们借以知道正当的技艺，而后又进一步指管理

正义的地方……[15]在托马斯看来，ius的“正当”意涵，首先是

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16]其次才成为人理解这一秩序的技艺或

德性，而司法秩序及其判决则属于其进一步引申的意涵。ius的原

初意涵，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关系，比如干多少活付多少钱，或者

一个人得到多少就同样应该付出多少。这一原初意义上的“正

当”，是“正义”这种德性的对象（obiectum,quod vocatur



iustum），

由此产生了正义本身所谓的“正”（rectitudinem

iustitiae=iustum）。

“正当”是根据事物的自然平等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之平等的活动。

正当（ius sive iustum）活动的前提是自然平等

（naturalisaequalitas）。[17]基于事物自然的平等关系，我们

进一步确定了一个人应得的东西。我们亏欠另一个人的

（debitae）[18]，是另一个人基于自然平等而应得的东西（ius

suum）。托马斯强调，正义这一德性，与其他德性的不同之处就在

于它涉及的总是他人应得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与他人的相

等”（commensuratio ad alterum），而正当的活动就是实现这一

他人应得的平等。

在这个意义上，正当或正义就不仅指两个物之间的自然平等关

系，而进一步指能够行动的存在者，出于行动的原则（理性、意气

或欲望），按照自然平等关系进行的活动。正是基于这一意涵，自

然正当（ius naturale）与自然法（lex naturalis）在托马斯这

里建立了根本的关联。[19]为了实现这一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人与

他人之间的平等，托马斯区分了两种达成自然正当的方式。一种被

称为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正当，即从事物的自然就可以绝对确定其

自然上应当的平等，托马斯的例子是男女的生育与父母对孩子的哺

养；而另一种自然正当则不是直接来自事物的自然，而是就事物本

性的某种结果而言，财产占有就是如此，虽然就土地的自然本性而

言，没有任何道理使其必然排他性地属于某个人，但如果考虑到土

地适于耕种与和平使用的自然特性，那么，某块土地就应当属于某

个人所有，而不是另一个人。从托马斯的讨论可以看出，无论生

育，还是财产，人与人关系中的“正当”都被看作是基于事物自然

本性建立的“应当”。托马斯发展了盖尤斯和乌尔比安等罗马法法

学家区分ius naturale与

ius gentium的思路[20]，认为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应当”不仅

属于人，也属于其他动物；而需要通过事物本性的后果或效用来考

虑的正当，则需要使用理性，因此，只适用于具有自然理性的



人。[21]但这两种“自然正当”的力量都来自“自然”本身，无须

政治权威和实定法律来建立。[22]不过，正当作为正义的对象，虽

以自然为基础，但要考虑到人性的变化，在与他人达成自然平等的

调整活动中，对人而言的自然正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3]，需要

通过实践智慧的正当理性（recta ratio prudentiae）来把

握。[24]在人的心智中，实践智慧认识何为正当，并规定特定的正

当活动的规则（regula prudentiae），就是法（lex）。[25]在这

里，自然正当的问

题，就不仅涉及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问题，同样也需要自然法

的“规矩和尺度”。[26]这或许是托马斯经常将ius naturale和

lex naturalis混用的理论原因[27]，虽然严格来说，二者在概念

上并不能简单等同起来，自然法可以说是理性行动者实践行动

的“规范”（praecepta），而自然正当则是这一规范力图建立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8]托马斯晚年在为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

伦理学》撰写的注释中，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当”概念

时，分别考虑了从效果（或德性）与原因这两个角度体现的自然正

当，而后者并不出于人的意见或城邦法律，而是出于自然，为了说

明这一点，托马斯将这种自然正当与思辨理性的自明原理做了著名

的类比：

就像在思辨的领域，存在某些自然上可知的东西，比如不可证

明的原理，以及与它们相近的原理，也有些东西则是靠人的辛苦思

考发现的；同样在人的活动领域，也存在一些自然可知的、几乎不

可证明的原理，以及与它们相近的原理，比如必须避免恶、不可以

不正当地伤害任何人、不可偷盗等类似的；另一些则是通过人的勤

劳想出来的，它们被称为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当。[29]托马斯提

到“自然正当”不可证明，也无须证明的原理的例子，正是自然法

（lex naturalis）的主要规范。自然法的首要规范，“应当行

善，追求善，避免恶”（quod bonum est faciendum et

prosequendum,et malumvitandum），作为实践理性的原则，正像

理智理性的矛盾律一样是不证自明的（indemonstrabilia,per se

nota），而所有其他的规范都以这一规范为基础。[30]托马斯的自

然正当，最终将我们引向了他的自然法学说。不过，在讨论这一问

题之前，我们先回过头看看这一“自然正当”概念的身后事，理解



格老秀斯理解法权的第二个涵义是如何出现的。

（二）人身能力虽然学者们对如何理解托马斯有关自然正当和

自然法的复杂论述学说仍然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在托马

斯和格老秀斯之间存在着一个

巨大的分野[31]，这个分野就是将ius理解为人身“能力”的学

说，这一所谓“主体权利”概念[32]被普遍视为是现代权利思想的

关键特征。[33]虽然围绕这

一现代权利语言的历史渊源，学者们仍有广泛的争论，但大都

认为，在中世纪的教会法和神学著作的共同作用下，权利的语言从

罗马法中的“物”转变为现代权利理论关注的人身“能力”或“权

力”。

研究古代法的历史学家梅因当年在讨论法律分类时，针对罗马

法将法律依据人、物和讼加以划分的做法就曾指出，十七世纪以降

的立法者革命，已经使英国和欧陆的法律学者一致贬低罗马法对法

律的分类：

我的看法是，现在对罗马法分类的普遍贬低，看法没错，只不

过有些错位。大多数现代思想家针对这些主题提出的法律分类是对

法律权利（legal rights）进行分类，所有这些分类系统的核心和

关键都是法律权利，但也许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一点的人也许看起来

奇怪，罗马人并未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那些对我们来说基本的权

利概念。

根据罗马法法学家的一般用法，ius指的不是权利，而是法，通

常是法的特定分支。无疑，罗马法中ius的有些意思，接近，甚至

相当接近权利的概念，但整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罗马人在建构

他们令人难忘的法律体系时，并没有借助法律权利的概念。[34]

梅因提到的，罗马人尚未理解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基本

（elementary）

的权利概念，正是我们在格老秀斯那里看到的人身能力意义上

的主体法权概念，这是十七世纪现代自然法学说的核心思想。



现代自然权利概念的主要特征是将法权不再像古典观念一样，

理解为客观的自然秩序，而是理解为主体拥有的，可以自由支配的

某种“品质”、“能力”或“权力”。无论这种主体意义上的法

权，究竟发轫于奥康的“唯名论革命”，还是肇始于更早的十二世

纪复兴中方济各修会对个人权利具有浓厚法理色彩的关注，或者

《学说汇纂》的注释者们创立罗马法科学的努力[35]，对于我们这

里关注的问题来说，这些历史研究表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些重

要思想要素可以在学者们苦心挖掘出来的主体权利的发明者那里看

到，而主体权利的概念从这里逐渐开始挣脱了客观法权的自然秩序

框架。

法国学者维莱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所谓“主体法权”概念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无论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那里，还

是在罗马法的传统法律思想中，“法权”在根本上都是指蕴含在事

物秩序之中有待法学家、哲学家和立法者发现的某种客观性质。现

代学者经常主张，现代个人权利的概念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法律思

想。但维莱最初正是从对罗马法的深入研究入手发现了罗马法与现

代法权思想的根本不同。维莱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人在解释罗马法

时通常使用的主体法权概念，是将现代人的权利语言投射到了罗马

法那里，掩盖了罗马法基于自然正当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解决纠纷

的方式。

维莱指出，在乌尔比安那里，正像我们在托马斯那里看到

的，“法权”首先是

（接上页）更加严格的反思和检讨，仍然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

题，参见Louis Dumont,Essays onIndividualism: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assim,esp.pp.62-72（他对

现代个人主义以主体权利为基础的判断，主要依据了维莱和基尔克

的研究），比较Alan Gewirth的不同看法,特别针对以维莱为代表

的研究：Reason andMorali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98-102；对Gewirth思路的批评，见

Richard Dagger,“Rights”,in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ed.by T.Ball,J.Farr and

R.Han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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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种“正当的东西”（id quod iustum est），而法学家的

任务就是要去发现ius这一客观的正当关系。[36]现代人在解释罗

马法的时候，经常将本属于物的客观“法权”属性，或者人在一个

有形物中分享的特定价值，理解为人的主体权利（例如ius

utendi,ius eundi或ius fruendi）；特别是乌尔比安有关法权的

基本原则（suum ius cuique tribuere），就更是如此了。[37]这

些所谓“法权”，在罗马法那里，原本更多指示的是物的属

性。[38]而在罗马法的世界中，这些“法权”

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指的也不是抽象的个体属性

或“权力”，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各种权威关系。而后来成为主

体法权重要意涵的所有权（dominium）概念，在罗马法中并不属于

ius的范畴，而是彼此相对独立、各有统属的概念。[39]无论罗马

法中是否包含了一些可以比拟现代主体权利的用法或概念，但就整

体而言，罗马法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个体权利的概念建立的。[40]这

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著作。[41]

十二世纪，格拉西整理教会法的文献，编成《教会法汇要》

（Decretum）一书。在该书开篇澄清法权（ius）概念时，他既主

张自然法权（iusnaturale）应包含在法律（lex）和福音之中，同

时又引入了伊西多尔对法权的概念分析，严格区分了法权

（ius）、习俗（mos）和法律（lex）。[42]这一概念上的混乱，

给注释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时已经开始出现一批学者，将ius

naturale理解为人灵魂中的某种内在的力量。[43]不过，决定性的

突破仍然大致发生在十四世纪。在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等各方围

绕“使徒贫困”展开的著名争论中，有关法权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讨

论成了焦点。[44]在这里，帕多瓦的马西留，一个在法权概念史上

经常受到忽视的人物，为了论证使用权可以与所有权分离，对法权

（ius）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区分[45]：

Ⅰ．“法律”（lex）。在法律之下，马西留不仅列举了强制性

的命令或会导致惩罚的禁止性法律，还包括了“许可性法

律”（lex permissa）[46]，这种法律并不通过惩罚约束人做或不

做某种行为，比如慷慨的行为。[47]Ⅱ．“权利”：法权（ius）



的第二个涵义是指“人符合第一种涵义的ius的所有受到规定的行

为、能力或获得性习惯，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

既可以是内在的，也同样可以是及于某种外物，或者对某种

物，比如物的使用或用益、获取、持有或保存或交换等其他类似的

情形”。马西留指出，当我们打算依Ⅰ来处置某种东西，就是在第

二种意涵的“法权”上，我们说，“这是某人的权利”（hoc ius

alicuius esse）。[48]Ⅲ．“判决”：法官依据Ⅰ所做的判

决。[49]Ⅳ．“正当”：狭义正义的行为或习惯。[50]对法权概念

的这一澄清不难让我们看出，“与托马斯相比，马西留仿佛生活在

一个不同的世界里。”[51]在托马斯那里被看作法权首要涵义的亚

里士多德式的“正当”概念，现在被放在了最后。马西留的整个法

权概念是围绕体现立法者意志的实定法组织起来的，自然法在这一

分类架构中完全是多余的，不过是制定法的某种比喻性的说

法。[52]但法权的两个首要涵义，却正如学者指出的，几乎“对应

所谓‘客观’法权与‘主体’法权之分，即管控人类行为的规范与

人们按照这一规范所具有的权力之分……马西留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ius概念，就像后来的奥康一样，而托马斯几乎完全在客观意义上

使用ius”。[53]而且在后面进一步分析“所有权”（dominium）

概念时，马西留更加明确地将这种特殊的“权利”（ius）理解为

一个人根据法律正当获取的某物提出主张的“主要权

力”（potestas principalis），并由此可以称为是某人对某物的

权利，正是这一对正当获取物的意志（actualeaut habituale

velle sic habendi rem iure quesitam），使得未经所有者的同

意别

人不得处置该物。在这一讨论中，主体权利将个人意志及其权

力与物权结合在一起的基本思想，已经获得了充分展现。

不过，与马西留尚主要依据客观的实定法律来讨论ius不同，马

西留的同时代人，被维莱视为“主体权利之父”的奥康，在有

关“使徒贫困”的著名争论中，针对约翰二十二世的教皇敕令

（Quia vir reprobus）中凡使用（usus）必涉及财产所有权

（dominium）的主张，系统地区分了“事实使用”（usus

facti）、“合法使用”（usus iuris）、“使用权”（ius

utendi）、“使用中可消耗的物”（res usu consumptibles）、



“所有权”（dominium）和“财产”（proprietas）这一系列概

念。[54]维莱认为，奥康在这一争论中表达的立场是主体权利第一

次清晰而系统的阐述。在分析的过程中，奥康虽然被迫使用约翰二

十二世在教皇敕令中的许多法权概念，但他坚持，使徒使用外物的

行为，不是作为“自己的”来使用，因此并不预设了财产权的概

念。

使徒作为贫者，与拥有所有权的主人（dominus）是不同的。

“事实使用”是脱离财产权的中性行为。[55]奥康抓住教皇敕令中

对fas和ius的区分指出，通过他人占有的田地是允许的，这里并不

涉及权利（是fas，而不涉及ius），

那么同理，使用行为本身也可以是许可性的，无须预设使用

权。[56]维莱指出，奥康奠立主体性权利概念的关键在于采用“许

可权力”（potestas licita）的概念来界定各种权利，所有的权

利都是许可性的“权力”，与外在行为中单纯的“许可”不

同。[57]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行为—潜能”（actus-potentia）

的著名学说，奥康指出，“事实使用”只是外在的使用行为，并不

一定与行动者的个人属性直接相关，它可以在道德上完全中性。

而“权利”则不同，权利不是行为，涉及的是人在使用时的“能

力”。与“事实使用”相对，奥康定义所有权利概念都使用了“许

可权力”（potestas licita）的表述[58]：

使用权：“使用权是一种使用外物的许可权力，这一权力不应

在违背本人意志的情况下，在本人无过错，亦无正当理由的前提下

被剥夺，而如果这一权力被剥夺，被剥夺者可以前往法庭提起诉

讼。”[59]所有权：“对某物在法庭上提出主张，并许可以任何不

为自然法禁止的方式使用它的主要权力。”[60]因此，主体性的权

利（ius）概念，取代了仍带有支配物色彩的“所

有”（dominium）概念，成为奥康分析使用的法权问题的关键。而

这一“权利”，被理解为主体行动的某种潜能或能力

（potentia），一种许可性的权力，而不是正当意义的权力

（potestas iusta）。[61]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

奥康反驳约翰二十二世的论证本身可能确实“希望渺茫、欠缺

说服力”[62]，但奥康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的分析策略仍然决定



性地影响了从主体能力出发理解法权的基本思路。

到了稍晚的公会议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热尔松那里，从主体权利

规定ius概念的做法已经完全成形了：

Ius是根据正当理性的指令，适于某个人的直接能力或权力……

定义之所以包含了“能力或权力”，是因为许多符合正当理性

的指令的事情，对于经历它们的人来说，并非其权利（iura），比

如天谴者的惩罚或迷失者的惩戒；我们也不说任何人有权伤害他自

己……定义之所以包含了“直接”，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能够让某人

根据正当理性行事，比如现处于罪中的有死者具有能力或权力获得

永生，但这不是一种直接能力，或者按我们习惯的说法，他的永生

不是根据现世的正义……因此我们说，这样一般界定的权利，就包

含了那些构成其存在实体，并因此构成其善的所有那些实定性质。

因此，天有权降雨，太阳有权光照，火有权加热，燕子有权筑巢，

而当然每一种造物都有能力做自然上对其好的事情。其中的理由很

明显：所有这些事情都与这些遵循神圣正当理性的指令的存在相适

应，否则它们都不能持存。同样，人虽然是有罪者，但也对许多事

情有权利，就像其他造物按其自然本性具有权利一样。[63]

热尔松不仅明确将法权视为个体的“直接能力或权力”，并在

这个意义上构成了这一个体的存在实体，而且还特别强调，个体按

自然本性具有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然所有”（naturale

dominium），来自上帝的馈赠，是一种自由权。[64]在直接影响格

老秀斯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苏亚雷斯那里，法权的这一“主体”定

义已经无可争辩地树立了权威的地位。苏亚雷斯指出，ius可能出

于两个不同的词源，一个是“命令”（iubere），一个是“正

义”（iustitia）。苏亚雷斯首先讨论了与正义有关的ius概念。

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正义的经典区分[65]相

应，ius也具有两个主要的涵义，一个是指“任何符合理性的相等

的东西”（quidquod est aequum etconsentaneum rationi），这

种“正当意义上的相等”，是一般意义上的德性的对象，另一个则

是指“根据正义每个人应得的相等”，也就是给予每个人他自己的

东西（tribuere alteri quod suum est），这是ius的严格涵义，

也是通常的理解。苏亚雷斯按照他固有的做法，强调他对ius的理



解完全遵循了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对ius的讨论，然后他就进

一步明确地界定了法权的这一狭义涵义：

法权的严格意义，也是通常狭义的法权,是指每个人都拥有的

某种道德能力，这种道德能力或者针对自己的物，或者针对别

人欠他的物；因此，物的主人被称为具有对物的权利，而工人被称

为有权得到薪水，理由是他被称为值得雇佣。[66]苏亚雷斯还特别

援引圣经和罗马法（特别是《学说汇纂》中乌尔比安的著名表

述），表明这一法权定义有充分的权威支持。而这一法权，作为一

个人的所有权，可以直接就此提出主张（actio）。

但如果从另一个词源“命令”来看，ius指的就是“法

律”（lex），即书面法律和政治制度建立的政治平等。但这样一

来，正如苏亚雷斯意识到的，ius的这一意涵就不适用于“自然

法”（lex naturalis）了，而根据乌尔比安的说法和查士丁尼的

《法学阶梯》中的表述，ius又明显包含自然法。[67]为了克服这

一困难，在讨论ius naturale问题时，苏亚雷斯再次重申了ius的

两个涵义：“ius有时指的是法律（lex），有时指的是一个人对物

的所有权或准所有权，也就是对物的使用的主张。”[68]在对上述

法权定义的这一重述中，苏亚雷斯几乎完全将ius的主体权利等同

于所有权（dominium）

的概念，并且针对自然法，从这一全新的主体权利角度解释了

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对法律（lex）与“正当”（ius）的“区

分”：

因此，托马斯对自然法所建立的普遍接受的区分，应该理解为

是与规范性自然法有关，而涉及这里讨论的主题。就这一意义

而言，显然财产分割并不违背自然法，因为自然法并未绝对而明确

地禁止这一分割。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如此。但如果我们说

的是所有意义上的自然权利，那么确实自由与自然权利有关，而且

关系到肯定意义，而不是否定意义上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本身赋

予每个人对其自由的真实所有。而物的共有也在某种方式上与人出

于自然权利的力量具有的所有权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对物的事

实分割，人就具有实定的肯定意义上的权利，对使用共有物有权利



提出主张。[69]苏亚雷斯在这里不仅完全用主体权利的语汇重新阐

述了托马斯对法权的正当定义，而且使用与“规范性自然

法”（ius naturale praeceptivum）相对的所谓“所有意义上的

自然权利”（ius naturale dominativum），将主体权利概念对于

法权概念的支配进一步延伸到了所谓“自然法权”（ius

naturale）

的问题上。这样，所谓的“自然正当”已经被转化为“自然本

身赋予每个人”的“对自身自由的真实所有”。这一对自由的所有

权性质的主宰，成了现代思想对自然法权的标准理解。这一变动对

于现代自然法学说的重要意义将随着后面讨论的展开而逐渐呈现出

来。

从十四世纪的马西留、奥康和热尔松到十七世纪初叶的苏亚雷

斯，学者们勾画了主体权利在中世纪道德和政治思想中逐渐浮现的

历史线索。从这一初步的描述已经可以看出，与所谓“客观法

权”的古典自然正当观念

相比，现代权利语言强调的是构成法权的一些不同的要素。在

主体法权的概念中，法权被视为个人拥有的某种品质和能力，这种

能力是与人的自然本性联系在一起的某种中立性权力，或者说“许

可权力”，个人可以根据其意志自由地支配；而且，这一个人可以

自由主宰的法权，日益与对物的所有权（dominium）合流，共同构

成了具有浓厚法理色彩的现代权利概念，使这一概念逐渐脱离古典

德性学说的畛域，而日益具有实定法的底色。[70]然而直到现代自

然法学派系统地阐明了自然权利的意涵，这一主体权利仍然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自然正当概念，其自由的范围受到正当理性的

规定，服从自然法的指令，而在主体权利上体现的主权性自我，也

大多不能脱离正义或权利的道德神学背景，对其道德世界进行完全

自主的立法和统治。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自然法学派试图在自然状

态中为现代人拓殖的独立的道德王国。

（三）格老秀斯让我们回到格老秀斯的法权世界，重新理解他

对“何为法权”问题的三个回答。

格老秀斯虽然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开篇第一章中将客观法

权的“正当的东西”作为法权的第一个涵义，但随后他就立即针对



战争法权的论证，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正，这一“正当之物”，“更

多表达的是一种否定的意思，而非肯定的意思。”在第二章对发动

战争是否“正当”（iustum）

的考察中，格老秀斯正是贯彻这一否定性的“正当”概念，力

图证明，无论从自然法、圣经中的神法还是万民法出发，都并不否

定所有形式的战争。[71]格老秀斯在这里，并不像中世纪的正义战

争理论一样，努力要证明

发动战争合乎正义的要求。[72]用格老秀斯的话说，“我们对

自然法权的探究，就是要探究，是否做某件事可以不是不正义，而

所谓不正义指的就是与理性的和社会的自然本性必然相悖。

”[73]然而，格老秀斯对战争法权的论述并不只限于否定性的许

可，而是进一步讨论了“理性和社会的自然本性”对于战争法权的

正面要求。事实上，法权的第二个涵义正是在规定战争这方面的正

当理由上具有决定意义。“正当理性和社会的本性”这一格老秀斯

最关心的问题，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为，而只是禁止与社会相悖的

暴力行为，这就是“剥夺他人权利”（quae ius alinum tollit）

的暴力行为。[74]这里所谓的他人权利，正是格老秀斯赋予法权的

第二个涵义。

事实上，从格老秀斯在第一章中的讨论就可以看出，他最关心

的就是作为人身道德属性的“主体法权”定义。他对这一“权

利”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格老秀斯首先将道德属性划分为完备和不完备的，前者称

为“能力”（facultas），后者称为“倾向”（aptitudo）。而这

一“能力”的概念，正像我们前面在描述主体法权概念时看到的，

被格老秀斯视为“法权严格精确的意涵”（ius proprie aut

stricte dictum），这里面包含了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

权》中最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拥有的权力

（potestas）”（即自由），我们对他人拥有的权力（比如父亲对

孩子，主人对

奴隶的权力）；所有权（dominium），其中既有完备的所有

权，又有不充分的所有权，如用益权和抵押权；最后，还有债权或



者说“对人权”（ius inpersonam sive creditum）。

格老秀斯对法权的划分[75]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法权的主体涵义的核心是对人的权威

（potestas）与对物的所有（dominium），二者都是人身现实具有

的能力。就这一人身能力，格老秀斯还进一步区分了为了个别利益

（usus particulariscausa）的大众权力（vulgaris）与相对于大

众权力的高位权力（eminens）。这样，公权就成为居于高位者出

于公共善的目的（boni communis causa）

对共同体成员的人与物的支配。王室权力（regia potestas）

相对于家父与主人的权力而言就是高位权力。[76]

格老秀斯的新权利语言，立即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指责

他模仿经院作家的不当做法，不该从正当的否定涵义入手理解战争

是否正当，而应该首先考虑发动战争是否是正当的。不过更严厉

的“谴责”直接针对格老秀斯的第二个法权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完

全脱离了与客观正当的关系（作者提议界定为“针对他人行为，借

以保持正当的能力”），而且批评家尖锐地指出，“没有人会想当

然地将自由称为针对自身的法权（ius in se），所有权

（dominium）也似乎不能严格地称为对物权（ius in re），父亲

对孩子、主人对奴隶，也不能严格地称为是具有法权。”在批评者

看来，这种做法与亚里士多德和罗马法学家的做法都格格不

入。[77]格老秀斯之所以要诉诸主体权利这样缺乏古典依据，主要

由中世纪教会法和民法学者引入的新权利语言[78]，目的就在于从

个人权利及其建构的社会性出发，为战争的法权化提供基础。在格

老秀斯看来，严格意义上的“法权”，即主体权利意义上的法权，

也就是通常法学家所谓“自己”（suum）。巴贝拉克在注释中恪尽

职守地指出，格老秀斯这里想到的正是他在构建其“自爱的社会

性”中借重的乌尔比安的法权规范：Suum cuiquetribuendum

est（给予每个人他自己的东西）。[79]如果比较我们分析过的

《战利品法》第二章的基本结构，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在《战利品法》第二章“绪论”中，格老秀斯打算首先要建立

为战争法权辩护的基本框架，他提及的前三条主要规则

（regula），规定了何为法权：



Ⅰ:Quod Deus se velle significarit,id ius est.

Ⅱ:Quod consensus homninum velle cunctos

significarit,id ius est.

Ⅲ:Quod se quisque velle significarit,id in eum ius

est.[80]

从这一架构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战利品法》中，法权的首要

概念仍然基于神学意志论。自然法的基本概念，自然法两条最基本

的“规定”，自卫和获取的许可性法律，占有（possessio）与所

有（dominium）的概念，都是以上帝意志的第一条规则为基础的。

而从万民法的第二条规则，则推出了人在社会交往时凭借的基本交

易正义规则，以及作为所有权理解的“自然自由”概念。而最后从

个人意志对自身的法权，考虑了政治社会的建立。从规则四之后，

就是政治社会的实定法及其司法程序方面的各项规定与概念。

《战利品法》第二章“绪论”的法权结构

《战利品法》的法权结构显然与《战争与和平的法权》有所不

同[81]，在其中上帝意志与万民法的合意，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

置。然而稍微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战利品法》的法权结构虽然像

学者指出的，尚未摆脱客观法权概念的主导[82]，但其实质分析脉

络却多少突破了这一架构。事实

上，贯穿整个分析的，是基于上帝意志的“财产”，特别是两

次出现的“所有权”概念。在“规则一”的论述中，格老秀斯强

调，来自上帝馈赠的“物”，虽然最初属于人类，但其后则要经过

个体的占有、使用，才能成为所有权

（possessio,usus,dominium）。和这一所有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格老秀斯社会性概念的核心—上帝在人这里建立的“爱的双重

性”。而在讨论“规则二”通过交易正义建立的社会关系时，格老

秀斯再次回到了这个问题，强调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是完全自主

的，因此每个人的行动及对自己东西的使用，并不受他人选择的左

右。这就是“自然自由”的概念：“每个人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能

力”（id quod cuique libitumest faciendi facultas）。在格



老秀斯看来，人的这种行动自由就等于对物的所有权（libertas

in actionibus idem est dominium in rebus）。因此，作为格老

秀斯社会性学说核心的“自然自由”，在概念上，其实就是对物的

所有权。

只不过，《战利品法》中缺乏阐明“自由”与“所有”之间思

想关联的法权概念框架。而《战争与和平的法权》中系统阐述的主

体法权概念，则有效地将对己的“自由”和对物的“所有”都视为

人的道德能力，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权纳入统一的概念体系中。

然而，在现代自然法学派中，自然法权是否仅仅只是一种人们

可以自由使用的道德能力，而并不对我们的行为施加任何道德的约

束力呢？如果自然法权只是格老秀斯所谓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

权”涵义，而不能从第三种意义上的“法权”来理解，那么格老秀

斯的自然法权也就仍然无法真正发出正义的呼声，更不可能在武器

的丛林中建立和平的秩序。要理解格老秀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主

张，乃至现代自然法学派有关问题的根源，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仅仅

把握主体法权的概念，还需要深入探讨在现代法权学说中与权利概

念息息相关的义务及其约束力的问题。

15托马斯论自然法：实践理性与自然倾向

虽然学者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派等古典哲学中找

到自然法思想的一些痕迹[83]，但就整体而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

道德哲学和政治

哲学中都并不占据核心的地位，更多像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

的比喻”。[84]综合古典道德学说、罗马法学传统与基督教的自然

法观念，将各种复杂的自然法思潮综合在一起，明确地阐述一套系

统的自然法学说，这一自然法的奠基工作仍然要在托马斯笔下才最

终得以完成。[85]我们在讨论法权问题时已经指出，托马斯阐述的

自然法学说与其自然正当概念有着紧密的关联。就整体而言，《神

学大全》中的《法律论》是托马斯探讨实践理性与人类行动的重要

篇章。[86]在托马斯的“圣教义学”为道德神学奠基的辉煌架构

中[87]，人，作为“上帝的像”（imagoDei），被理解为“具有自

由意志与自身能动的理智存在”（intellectuale etarbitrio

liberum et per se potestativum）。因此，《神学大全》整个第



二部分对人的行动的考察，关注的就是人作为其自身活动的本原

（suorum operumprincipium），也就是“具有自由意志和进行活

动的力量”（quasi liberumarbitrium habens et suorum operum

potestatem）[88]，并描述了人在这一力量的推动下，离开并回返

上帝的历程（exitus-reditus）。[89]在这一历程中，不能脱离

善，来理解人的行动，因为善始终是人的行动的目的[90]：

显然所有行动，都来自某种力，但都是根据其对象的道理由这

种力所发动的。而意志的对象就是目的和善，因此，所有人类行动

都是为了目的。[91]善作为人的欲望的目的，是人类行为的本原，

并因此支配了推动人行动的力量。[92]托马斯实践科学的这一根本

倾向也主宰了他对法的讨论。托马斯将“法”（lex）理解为引导

人的行动的“某种规则和尺度”。[93]这一“规则和尺度”，作为

实践事务的第一原理，必然针对人类行动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人在

完备共同体（communitas perfecta）中的共同善；而任何与共同

善有关的秩序，就必须由构成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或者其代理来制

定；而他所制定的法又必须通过“公示”（promulgatio），才适

用到所有那些能够为规则和尺度约束的理性存在身上。考虑到上述

这些因素，托马斯明确给出了“法”的正式定义：

法是针对共同善的，由负责照看共同体的那位制定并公示的某

种理性指令。[94]托马斯特别强调，法要获得其特有的约束力

（virtus obligandi），就必须通过公示，公示对于法律的力量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法的正式定义中，并未包含

施加惩罚的强制力（vis coactiva）。在对《尼各马

可伦理学》注释时，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法是来自实践智

慧和理智的道理，具有强制的力量”[95]，托马斯指出，对于拥有

德性，能够引导自己生活向善的人来说，只需要道理，他就会出于

自身意志来服从，然而对于败坏的人来说，就需要借助强制力

（coactiva potentia）施加的惩罚手段来强迫其不愿服从的意

志。因此，强制力对于政治共同体负责制定法律的人来说是必不可

少的。[96]但托马斯接下来的讨论多少用自己的“法”的概念改造

了亚里士多德阐述有关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学说。托马斯指出，“法

所具有的强制力，就取决于它为国王或君主所公示的程度。

”[97]“公示”产生的约束力，包含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施加肉



体惩罚的强制力概念，成为一个更加宽泛的法律要素。而这样做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法，作为法的一种，并不像国王或君主

制定的实定法，借助任何外在的惩罚手段来施加约束，而是通

过“公示”确立约束力，即上帝赋予了人的心智自然理解自然法基

本原则的能力。[98]这意味着，自然法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其约束

力来自理性的指令本身，即自然理性规定某些东西应当做或应当避

免。从概念上看，这就是托马斯理解的任何道德规范的“命

令”（imperium）意涵。[99]自然法的规范，其约束力的力量就是

实践理性的“应当与否”（ratio debitivel indebiti）。而仪轨

和司法的规范则不同，其约束力来自神或人的制度。[100]在托马

斯的实践理性学说中，自然法占据着本源性的地位：“自然法

的规范对于实践理性来说，就相当于思辨理性证明的第一原

理”；相应地，“其他的道德规范，就像结论一样，是从自然法的

普遍原理演绎而成。”[101]自然法的自明（per se nota）原理，

和思辨理性的第一原理一样，都是自然可知的（naturaliter

nota），甚至比起后者来说，托马斯认为，实践理性的规范，与人

的自然本性更加相合（magis connaturalia nomini），可以更加

直接地为人所知。[102]自然法的基本规范，通过这一自然可知

性，直接建立了对人这一理性造物的约束力。

自然法基本规范的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其第一原理中。我们已

经看到，自然法最普遍的规范（communissima praecepta legis

naturae）就是“应当行善，追求善，避免恶”。这一规范的自明

性就在于“善是指导活动的实践理性首先理解的东西”（bonum

est primum quod cadit in apprehensionepracticae

rationis,quae ordinatur ad opus）。“善”的定义就是“所有

东西趋向的东西”（bonum est quod omnia appetunt），因此，

实践理性自然地理解为是人的善或恶的东西，也就被自然法规定为

人应该趋避的对象。[103]自然法的普遍规范的奠基性意义，与人

的自然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善作为人的行动的目的意味着，“所有

那些人的自然倾向指向的东西，也会被理性自然理解为是善的，因

而成为追求的目标。”因此，“自然法的规范秩序”实际上“依据

的是自然倾向的秩序”。[104]自然法的规范并不单纯是外在于人

的自然本性的命令，而是根植于人性自然向善的倾向。[105]托马



斯还进一步详细列

举了人作为存在的自我保存倾向，作为动物的男女交合与教育

孩子的倾向，以及作为理性存在，认识有关上帝的真理以及社会生

活的倾向。[106]事实上，托马斯在最初将“法”理解为“规则和

尺度”时就明确指出，“规则和尺度”可以有两个意涵，既可以指

在理性中作为规则和尺度的东西，也可以指自然倾向中“由规矩和

尺度引导的”，前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而后者则是自然倾向分有

的法。[107]这也是为什么来自人的欲望和意气的自然倾向，在理

性规范之下，也都属于自然法，并可以最终还原到趋善避恶的第一

原理上。[108]因此，在托马斯的自然法理论中，自然理性对基本

规范的直接认知，与自然倾向对善的内在追求，紧密地交织在了一

起。只不过，自然倾向并不等于自然法，它们不过是“德性的种

子”（semina virtutum），是德性的“发端”（virtutum

inchoationes），只有在理性的引导下，通过意志的内在行为才能

最终被纳入理性的善（bonumrationis）中。[109]根据托马斯的看

法，自然法的基本规范之所以能够为人自然地知道，从而直接获得

对人的道德约束力，关键在于“良知”（synderesis）这一实践理

性的习惯。[110]借助这一来源至今仍然存在广泛争议的概念，托

马斯强调人的自然理性对自然法的直接把握：

人的灵魂中有某种借以认识思辨科学原理的自然秉性，我们称

之为原理理智，同样，在灵魂中具有一种针对活动的原理—也就是

自然法的普遍原理—的自然秉性，这是一种与良知有关的秉性。这

种秉性就存在于理性，而非其他能力之中……[111]在托马斯看

来，虽然人的自然本性特有的方式应该是经由探究和推理

（inquisitione et discursu）来认识真理，但人的灵魂，凭借其

与更高自然的关系，也可以无须探究一下子（subito et sine

inquisitione）就获得某种知识。这种知识恰恰就是思辨科学和实

践科学中最确定和最稳定的原理。托马斯认为，这种对原理的不虑

而知，是人“自然上固有的”（homininaturaliter inesse），

像“苗床”一样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发源地。在托马斯的自然法学说

中，实践理性的双重认知方式—“自然可知”的理智

（intellectus）与“通过探究而知”的推理理性（ratio）—一同

构成了自然法在实践理性上的认知结构，从而才能在具体的道德行

动中发现自然法“该如何做的正当理性”（recta ratio



agibilium）。[112]由于所有其他知识都来自对原理的知识，那么

人的这一知识，就必须随时备用，因此托马斯认为能够直接把

握“自然法的普遍原理”是灵魂的“秉性”，而不仅仅是能

力[113]，托马斯甚至称之为是“原理的秉

性”（habitusprincipiorum）。作为人自然固有的东西，“良

知”与实践智慧的习得性德性

不同，比后者更高。[114]当然，良知把握的自然法的普遍原

理，只是实践三段论的大前提，并不能直接引导人的行动，后者要

求的是将良知的秉性知识（cognitiohabitualis）应用到具体的事

情上（applicatio scientiae ad aliquid），托马斯称这一实践

判断为“良知之用”（conscientia）。在将普遍原理应用到实践

事务的具体情境中，托马斯始终强调，“良知之用”的全部力量

（tota visconscientiae）都来自于“本然的良

知”（synderesis）的普遍判断。本然意义上的良知绝不会犯错，

只有作为后者结论的“良知之用”才可能失灵。[115]针对这

一“良知之用”，托马斯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良知的应用

是否约束人（utrum conscientia liget）？托马斯指出，所谓约

束就是施加必然性（necessitatis impositio），有两种不同的施

加必然性的方式，强迫的绝对必然性只适用于自然物，而不适用于

意志；只有有条件的必然性，才适用于意志，比如要趋善避恶就需

要选择某个手段，就是这种能够推动意志的有条件的必然性。而应

用良知的约束，最终来自于其所应用的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力，后

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则源于人对道德规范的自然知识。因

此，根据托马斯的分析，应用良知的约束力其实就是人获知道德规

范的力量。[116]所以，整个自然法在实践理性中的约束作用，最

终都来自于人对自然法的自然知识，这正是自然法通过“公示”获

取的约束力。[117]托马斯对于“良知”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其

早期作品中，而在《神学大全》的《法律论》中，托马斯除了提

到“良知”是对道德德性的目的的知识，并重申良知是包含了自然

法规范的秉性，并没有再对这一问题详

加讨论。[118]无论托马斯是因为不愿继续采用这一具有新柏拉

图主义色彩的概念来分析实践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还是因为经过

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深入研究，托马斯发现在实



践智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之外，并不额外需要借助本然良知和良知

之用的区分来分析人的道德行动，但反映在“良知”概念中的托马

斯自然法学说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人的实践理性对自然法普遍规范

的直接性知识，以及自然法的自然认识与人趋善避恶的自然倾向的

内在关联，仍然是《神学大全》的《法律论》中结合实践理性与自

然倾向的主要做法。恰恰在这些地方，现代自然法学派将发起最猛

烈的攻击。

总的来说，托马斯对自然法的讨论，印证了他对法的一般性规

定。自然法，作为人的实践理性特有的“规矩和尺度”，其约束力

直接来自人的自然本性中对这一原理性知识的“不虑而知”的认

识，这正是自然法“公示”与人的理性本性的独特方式。根据托马

斯，所有的造物都分有上帝统治宇宙的永恒法（lex aeterna），

而每一种造物分有这一“规矩和尺度”，或者说被这一规矩和尺度

统治的方式，取决于永恒法在其自然本性上留下的印记，即其自然

本性追求自身目的的自然倾向（ex impressione eiushabent

inclinationes in proprios actus et fines）。对于理性的造物

来说，这就是自然法。人的所有实践行为，都在理性上基于自然可

知的自然法规范，而在意志上又来自对最终目的的自然欲求。所

以，人的生活，其行为从最初的引导到最终的目的，都是借助这一

自然法完成的。[119]

16自然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苏亚雷斯的综合

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主体权利（ius naturale）的重视，在很大

程度上根

源于规范性自然法（lex naturalis）在约束力方面面临的根本

理论困难。这一困难其实是苏亚雷斯在自然法学说中整合托马斯路

线与所谓“现代路线”的遗产。

苏亚雷斯，巴洛克时代的伟大经院哲学家，所谓“第二期经院

哲学”（Second Scholastics）的代表人物，在1612年出版的《论

法律与上帝作为立法者》（De Legibus ac Deo Legislatore）

中，试图通过对托马斯《神学大全》中《法律论》的注疏，系统阐

述一套能够回应新的法权思想的自然法学说。他因此实现的对自然

法学说理性传统和意志论传统的复杂综合，对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



有着持久和深刻的影响。苏亚雷斯的自然法学说的“综合”性质首

先可以从他对托马斯有关“法”的定义的修正看出来。

在苏亚雷斯看来，托马斯将“法”定义为“规则与尺度”未

免“太过宽泛了”，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托马斯的定义意

味着，“法”不仅适用于人或理性动物，还适用于其他造物，因为

它们同样具有自己活动的规则和尺度（事实上，这正是托马斯的主

张）；这样，法不仅涉及道德事务，还会涉及各种与技艺制作有关

的问题，因为技艺能够有操作的规则和尺度；最后，更为致命的问

题是，这会将“法”与建议或劝告（consilium）混为一

谈。[120]因此，苏亚雷斯的工作就是要通过“限制”托马斯对法

的描述来建立一个更加严格的法的定义。[121]首先，与托马斯的

宽泛描述相比，苏亚雷斯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应该只适用于理性

和自由的造物，因为法意味着与行为方式有关的道德秩序

（moralis ordo ad agendi）[122]，不具备理性和意志的造物，

不可能进入这种道德秩序。也即，只有理性造物才能服从法，才能

为法所管治（capax ordinationis），而其他造物受制于上帝

的“法”，其实只

是通过自然必然性或自然倾向。其次，严格和绝对意义上的

法，只涉及道德（mos），在这个意义上，法是道德行为的某种尺

度，即服从法的道德行为就具有道德的正当性（rectitudo

moralis），而与法不一致，则是道德的偏离。[123]不过，最关键

的“限制”，则针对托马斯定义可能导致的法与建议的“混淆”。

严格意义上的“法”，作为一种约束性的规范，必须强加某种义务

或者说约束（obligatio）。相比之下，“建议并不能通过施加活

动的道德必然性（moralis necessitas operandi）来有效地引导

人的活动”，而只有施加义务的法才能做到这一点。能够产生某种

内在义务被视为是法的内在理由。[124]显然，苏亚雷斯最后的限

制是认为托马斯单凭实践理性对意志的规则和尺度建立的约束并不

够。实践理性的判断，“可以作为规则和尺度来显明

（illuminare）真理”，但却并非真能强迫人的“命

令”（imperium）。[125]经过苏亚雷斯的“限制”，只有理性和

自由的存在，在规定行动方式的道德秩序方面，才能受到严格意义

上的法的统治或管治。而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这种狭义的法，也



必须具备管治理性的人的力量，其约束力必定出自某个能够强加某

种必然性来约束理性存在者的上位者：

我们已经指出，法律最强有力的效果就在于义务约束力，法律

的所有其他效果都出自这一根源。而义务约束力在本质上是与赋予

这一义务的一方有关。[126]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法”，总是指向了能够赋予或强加这一

义务的某种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命令或支配关系。[127]因此，虽然

法既出于立法者的理智，也出于其意志的行为，但归根结底来自上

位者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苏亚雷斯才断定，对于法的性质来

说，“理解更恰当，也更易于辩护”的立场是把法看作立法者

的“心法”：

在立法者本身那里的心法，就是正义且正当的意志之行为，凭

借这一意志，上位者得以在意志上想要约束下位者去做某件事……

虽然这一意志不可能立即具有效果，除非它充分地向下位者指

示出来，但这一指示本身，只是提供了产生义务约束力的缘由，而

不是义务约束特有的原因或理据。[128]所以，在苏亚雷斯看

来，“严格意义上的法，就是上位者通过直接的命令对下位者的管

治。”而所有其他对法的理解，都不过是这一涵义通过比喻或其他

方式的延伸。[129]对法律义务的强调，以及对这一义务约束特有

理据的意志论理解，正是苏亚雷斯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法的主要特

征。[130]苏亚雷斯这里强调的法的特征，已经与托马斯讨论法所

关注的焦点有很大不同。苏亚雷斯很少像托马斯对法的讨论那样注

重实践理性与自然秩

序之间的内在关联，而是具有强烈的法理兴趣，关注法的效

力，特别是约束人的行动时的道德效力。这一倾向无疑受到了司各

特以降的意志论倾向的强烈影响。[131]不过，苏亚雷斯自己的理

论意图是希望在托马斯的立场和后起的意志论立场之间找到一个平

衡点。

针对法律究竟是理智的行为，还是意志的行为这一问题，苏亚

雷斯指出，普遍存在两种立场，一种以托马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

主张法是理智行为或实践理性的规范，而另一种则强调法源于上帝



或任何立法者的意志行为，单独的实践判断并不具备有效的约束

力，亨利（Henry of Ghent）、司各特和奥康是其代表，而波纳文

图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对约束力（visobligandi）的关注显然是

第二种立场的主要特征。[132]苏亚雷斯本人则试图在这两种对法

的看法之间寻找一种中间路线（via media），同时重视法在依靠

意志行为的约束力和凭借理智行为的自然知识这两个方面的性质：

因此，法有两个方面的要求：推动与引导、善与真，也就是有

关如何做的正确判断，以及推动人去这样做的有效意志，因此，法

既包含意志的行为，也包含理智的行为。[133]在苏亚雷斯看

来，“充分完备意义上的法”一方面就其推动和约束道德行为的约

束力（vis movendi...quod movet et obligat ad agendum）而

言，是意志的行为；但就其引导人趋向善与必需的事情（vis

dirigendi ad id quod bonumet necessarium est）时，法与理智

有关。[134]虽然，苏亚雷斯有关法的最终

定义似乎与托马斯的定义差别不大：“法是正当、稳定，并得

到充分公示的共同规范”（lex est commune

praeceptum,iustum,ac stabile

sufficienterpromulgatum）。[135]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亚

雷斯强调要对这一定义加以严格理解，避免因比喻性的宽泛用法带

来的混淆或误解，其实就是要强调法的“规范”所具有的义务约束

特性。

不过，苏亚雷斯自己也承认，这一试图结合理智论和意志论两

大传统的途径[136]，在处理自然法的问题时，似乎面临很大困

难，因为在许多自然法学者看来，自然法“没有发布规定者的意志

（行为），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定色彩的法……自然法并不依

赖任何规定者的意志”，如果自然法确实如此的话，按照苏亚雷斯

对法的限制性定义，自然法就根本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

法。[137]在苏亚雷斯看来，对自然法面临的这一困难，有两种立

场。一种是某些自然法学者将自然法仅仅理解为“正当理

性”（rectio recta）或“理性自然本身”（ipsa natura

rationalis），也就是说，他们主张，理性自然本身没有任何矛

盾，可以根据是否与此吻合，来判断人类行动正派或丑恶的标准。

这一主张的隐含理由，在苏亚雷斯看来，就是认为“道德行动具有



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与不变本质，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原因或意

志，只需要事物本身不涉及任何矛盾”。苏亚雷斯并不反对道德行

动本身具有内在的

正派或败坏，但他反对的是，这种内在的善本身就足以成

为“法”，因为理性自然本身既不提出规定，也不显明正派与败坏

本身，无论从引导，还是约束方面，都不能产生法特有的效

果。[138]而且，这一主张也会在神学上导致相当危险甚至荒谬的

结论，比如对于上帝来说，他自己的自然法也对他具有约束力，他

必须服从自然法，这样自然法就不是神圣法（lex divina），其规

定先于上帝的神圣意志和判断，出于自然固有或必然的

善。[139]但另有一些自然法学者虽然主张自然法出自上帝的教

导，是自然法的效力因（effector etquasi doctor），但却不是

自然法的立法者，只是指示何为善恶，但却并不发布命令。这样，

自然法并非出自上帝作为上位者的立法者意志。[140]与此相对，

一些追随奥康和威廉的自然法学者则主张，“自然法”完全在于神

圣命令或禁止，出自上帝作为自然的造作者和管理者的意志。根据

这一派的主张，所有与自然法有关的事物中,善恶的根据都取决于

上帝的意志，即使在上帝自己那里，也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更不

取决于这一法律所针对的事物本身。[141]这一主张的基础其实

是，道德行动的善恶之分，只有一个源泉，就是上帝作为立法者的

命令或禁止。而上帝之所以命令或禁止某个行动，不是因为这一行

动本身的善恶，而是因为他的意志决定了这一行动是否如此。不

过，对于这一立场，苏亚雷斯也认为不太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理解

的自然法，实际上最后成了神圣实定法。[142]苏亚雷斯在这两派

之间找到的“中间路线”就是要兼顾自然法的指示性和规范性。苏

亚雷斯认为，在他之前许多自然法学者已经指出，法有

两个面向，一面是指示性的，告诉人们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

当做（lexindicans）；而另一面则是规范性的，指示立法者的命

令或禁止带来的义务或约束力（lex praeceptua）。[143]但持有

理智论立场的许多学者主张，自然法只是“指示性法”，而算不

上“规范性法”。经常被苏亚雷斯列举作为理智论极端立场靶子的

瓦斯奎兹甚至断定，对于自然法来说，lex这个词并不适用，因

为“自然法既未付诸文字，又非经由任何选择在意志上（哪怕是神

圣意志的选择）构成的，而是靠其自身的自然必然地存在。因此，



更适合称之为ius，因为他是正当或不正当的尺度”。[144]但苏亚

雷斯坚持认为，如果“自然法权是真正的法权，自然法是真正的

法”[145]，那么自然法就不仅作为“自然理性的指令”，指示行

动本来的善恶，而且也要表明对恶的具体禁止和对善的具体规

定：“在人这里存在的自然法，不仅指示事物自身的状态，而且也

指示这一事物作为被一个上位者所禁止或规定的地位。”只有这

样，这一自然法才会具有上帝命令赋予的力量（vis divini

mandati）。[146]也正是因为自然法的规范，有关什么应当做，什

么不应当做，针对人的意志加以命令或禁止，这才使自然法具有了

法的力量，从而使自然法成为真正的法。[147]尽管苏亚雷斯援引

了保罗、奥古斯丁和托马斯的论述来支持他对自

然法的规范性的强调，但这一自然法概念背后的神学前提却清

楚地指向了意志论的立场。[148]苏亚雷斯的主张意味着，上帝不

仅通过自然理性揭示了对于理性自然而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

且还在行动本来自然的善恶之上添加了神圣命令的约束力，使其成

为道德义务：“所有自然法指令为恶的东西，都是上帝通过专门的

规范和意志来约束我们，凭借他的权威的力量，让我们服从这些指

令。因此，自然法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法，自然法中蕴含了严

格的规范。”[149]这样，任何违犯自然法的人，就不仅背离了正

当理性，而且触犯了上帝的神圣意志。正是后者给予了自然法“真

正的义务”（vera obligatio）。[150]单纯的自然理性，尽管分

有了上帝的神圣理性，却并不能因此获得严格意义上的法所需要

的“专门的约束力”。[151]苏亚雷斯所谓“专门的规范和意

志”显然背离了托马斯将自然法分参永恒法的立场。正如我们在前

面清楚看到的，对于托马斯来说，自然法确实不只是“指示性

的”，而且也是“规范性的”，但其作为规范的约束力，就来自于

实践理性指明的道德行动中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

然而，对于苏亚雷斯来说，决定自然法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法

的“约束”，却不仅仅是这种正当理性意义上的“应当”，而且是

一个上位者凭借自身的权力对道德行动者的意志施加的命令和力

量。没有这种超出应当的道德义务的“约束力”，自然法就仍然只

是“指示性法”，而不是“规范性法”。[152]当然，苏亚雷斯并

不会像意志论那样，将道德行动的善恶完全奠基在神圣意志的命令



上。苏亚雷斯承认，体现在规范或禁令中的神圣意志，并

不是自然法规定的善与恶的“全部理由”（tota ratio），甚

至不是其“首要理由”（prima ratio），自然法针对的行为具有

内在的正派与丑恶。只不过苏亚雷斯坚持，要使事物内在的善恶成

为自然法，就必须加上“上帝给法的专门约束力”（specialis

legis divina obligatio）。[153]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苏亚雷

斯的自然法学说在理智论和意志论之间的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前

者的所谓“指示性法”与后者的“规范性法”的一个微妙的综合。

但从苏亚雷斯自己的论述逻辑看，自然法的约束力所建立的道德义

务，无疑是他关注的焦点。苏亚雷斯的“综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在

回应强调法理特征的意志论日益广泛的影响。[154]相形之下，在

托马斯的自然法学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实践理性概念在苏亚雷斯的

学说中只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有关良知及其在实践理性中的应用

—对于托马斯的自然法规范性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讨论，更是

微不足道。[155]苏亚雷斯的焦点始终放在如何从神圣意志中找到

自然法约束力的源泉，从而使自然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这一问

题，不仅是苏亚雷斯自然法学说的关键，在他建立的整个法律神哲

学系统中，都占据了枢纽性的地位。它不仅是自然法的本质要求，

而且是所有其他法律约束力的前提。作为宣示给人，从而在人的此

世生活中具有约束力的法，自然法建立了上帝的永恒法

与人这种造物在时间中的道德关系。[156]但多少有些悖谬的

是，在苏亚雷斯的综合中，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恰恰有赖于人的自

然理性对于其道德行动受到神圣意志的约束这一点的把握。自然法

的道德判断除了要指示行动本来的善恶，还要“再现”这一善恶

的“额外”道德约束力的权威来源：

由此我们的最终结论是，自然法，就其存在在我们这里而言，

不仅指示恶，而且约束一个人不去作恶，因此自然法不仅展现这样

恶的行为或对象，与理性自然在自然上的不和谐，而且也是神圣意

志禁止这一行为或对象的一个标志。[157]苏亚雷斯强调自然法命

令性或规定性的一面，反而赋予了其指示性一面更高的要求，自然

法必须被充分地显示给人。而自然法的充分宣示不仅对于自然法，

而且对于所有其他法律的约束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158]因此，苏亚雷斯的“中间路线”对理智论与意志论建立



的综合，并不简单意味着用意志论取代了托马斯的理智论传

统[159]，而恰恰通过这一“综合”在将意志论法理倾向对法的约

束力的强调纳入理智论的自然理性框架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法在

自然理性上面临的双重任务，既要通过道德判断再现事物自然秩序

中本然的善恶（“指示性法”），还要进一步“再现”自然法从上

帝立法者的命令和禁止那里获得的“专门的约束力”（“规范性

法”）。正是苏亚雷斯综合，在强调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带来

的这一理性困境，而非单纯的意志论困境，为自然法通过公示实现

的可知性提出了更强的要求。

自然法在这方面面临的悖谬困境，在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开创者

格老秀斯那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更为尖锐地表现了出来，并成为

现代自然法学派面临的根本问题。

17“哪怕上帝不存在”：格老秀斯的理性自然法

苏亚雷斯在分析法同时具有指示性与规范性两方面特征时提

到，关注指示性法的理智论立场主张，自然法并不来自作为立法者

的上帝，因为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在自然法中，上帝并不作为上位

者凭借其意志施加规范或禁令。甚至有学者认为：

哪怕上帝不存在，或他不运用理性，或他对事物没有正确地做

出判断，不过，只要在人这里仍然存在同样的正当理性的指令，指

令给人，比如偷窃是恶，这些指令就仍然具有这些法现在具有的同

一法的根据，因为显示了对象中内在的恶，它就是法。[160]格里

高利（Gregory of Rimini）的这一主张很难不让我们想到格老秀

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绪论”中的著名段落：

哪怕我们假定（这种假定无疑是恶贯满盈的做法），上帝不存

在，也不关心人的事务，我们以上（有关法权）的论述仍然成

立。[161]普芬多夫率先将格老秀斯的这一论述称为“不虔敬的荒

谬假设”（impia...absurda hypothesis）。[162]针对普芬多夫

的指责，巴贝拉克为格老秀斯辩护，称其只是未能以哲学上严格的

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上帝不存在”这一说法更多是修辞性

的。但巴贝拉克的注释其实响应了普芬多夫对这一说法的理解。在



他的辩护和反思中，格老秀斯在这里的主张，与苏亚雷斯描述的格

里高利的立场很相似，即自然法的准则奠基于人性的自然构成，必

然有助于每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维续，即使一个无神论者也会赞同

这一准则。因此，巴贝拉克断定，格老秀斯的看法不过是在

说，“宗教不是社会的唯一基础”，正派与丑恶这些自然法的道德

原则，即使不考虑最高立法者的意志，在异教徒的无神论社会中同

样也可以发挥作用。[163]自从普芬多夫和巴贝拉克从“无神

论”的立场来理解格老秀斯的这一假设，现代学者就将这段论述看

作格老秀斯冲破中世纪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束缚，通过将基督教自然

法“世俗化”，开辟自然法与国际法的新时代的标志。[164]格老

秀斯之所以被视为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开创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这一著名假设展现的所谓“世俗化”形象。但晚近许多学者的深入

研究，挑战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学者们广泛地挖掘了格老秀

斯这一表述的中世纪先例，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格老秀斯这一假定

的经院背景，而且有

助于我们从格老秀斯著作的整体入手来研究这一假定的真正意

涵。[165]事实上，如果读者不是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只言片语来了

解格老秀斯，大概都会注意到，格老秀斯作为神学家，撰写了大量

基督教著作，其中既包括护教作品，也有涉及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政

治论著。[166]而且即使在其纯粹的法学著作中，格老秀斯虽然对

古典人文传统和罗马法的思想有所偏爱，但并未刻意排除与道德神

学和圣经传统有关的主题。正如格老秀斯自己所言，“我爱与哲学

结姻的法学，但尤其爱与基督教哲学结姻的法学。”[167]而在格

老秀斯关注的与“基督教哲学”结姻的法学问题中，自然法权与上

帝意志的关系无疑占据了关键位置。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在较早完成的《战利品法》中，格

老秀斯在第二章“绪论”建立的法权框架中，几乎完全是以上帝意

志为基础的。第一条法权规则就明确规定，“上帝意志即为法

权”（Quod Deus se

velle significarit,id ius est），并在这一最基本的规则基

础上，建立了自然法权。表面上看，格老秀斯将自然法权建立在上

帝意志上，是意志论的典型做法，而且他还明确赞赏了普鲁塔克的

《亚历山大生平》中提及的阿纳楚斯（Anarchus）的主张，“某个



东西是正当的，是因为上帝意志想要其如此，而不是因为它是正当

的，上帝意志才如此想要。”这无疑是意志论的代表性观

点。[168]但具体就上帝意志建立的自然法权而言，格老秀斯事实

上主张，上帝主要依靠的是个体来自上帝的趋向于善的自然性质，

这就是作为自然法权基础的个体自爱，也就是个体的主体权利。因

此，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在《战利品法》的架构中，自然法权

的真正基础是个体的自然权利。

既然上帝将世间的事物造成如此这般的样子，并想要其存在，

上帝就赐予每个个体某些自然的性质，借此可以保存其存在，引导

其趋向自身依据出生的原初法规定的善。由此，古老的诗人和哲学

家们正确地设定，爱的首要力量和首要行动都指回自身，这种爱是

整个自然秩序的第一原理。[169]只不过，《战利品法》的法权架

构强调，围绕个体自爱建立的自然法权，就其根源而言，是上帝的

意志。整个自然法权的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秩序，都是

上帝的意志以自然方式在每个人那里建立的自爱与对自我的义务。

相对而言，《战争与和平的法权》对自然法权与上帝意志的关系的

理解要复杂得多，而所谓“不虔敬的假设”恰恰出现在格老秀斯探

讨

自然法权性质的地方。

我们已经指出，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的“绪

论”中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将人的自爱与社会性结合起来，建立

自然法权的基础。

面对卡尼亚德斯的挑战，格老秀斯明确指出，“符合人类理智

的社会关切”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权的源泉”。但格老秀斯还进一

步指出，从严格意义上的法权还衍生了“另一个宽泛意义”的法权

概念。这一宽泛意义上的法权意味着，人不仅具有一种超出其他动

物的自然社会性的本能，而且能够对当前以及未来给人带来愉悦或

者有所伤害的东西进行判断。在人的行为中遵循这些依据理智做出

的良好判断，不受恐惧、贪欲等自然激情的袭扰，是符合人的自然

本性的做法。与这种正当判断相悖，也就与自然法权或者说人性相

悖。[170]如果说狭义的法权是以自爱的社会性为基础的主体权利

的话，那么这一宽泛意义上的法权，主要针对“分配正义”问题，



确立人性的正当判断具有的自然法权意涵。这两种法权概念基本对

应古今对法权的不同理解，前人将针对分配正义的宽泛法权视为法

权主要的内容，而现代人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权”是指“容许

他人拥有他们自己的东西，履行要求”。[171]正是在明确阐述了

狭义法权与宽泛法权的基本意涵及其古今分歧之后，格老秀斯提

到，“哪怕……上帝不存在，也不关心人的事务”，他有关法权的

这些论述也仍然成立。这一“假定”当然也涉及遵循自然理智判断

的宽泛法权，但主要针对的却是格老秀斯基于人的自爱社会性建构

的狭义法权。从“绪论”接下来对神圣意志法（ius voluntarium

divinum）的讨论可以看出，格老秀斯之所以提出这一假设，其主

要理论意义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区分直接出于上帝自由意志（ex

libera Dei volutate）的法权与自然法

“履行要求”的表述相当含糊，但巴贝拉克的注把握得相当准

确，此处涉及的是自爱社会性的核心主张，而“履行要求”就是信

守承诺这样的交易正义要求。

权的基本标准。[172]这与《战利品法》中将自然法权直接奠基

于上帝意志的做法似乎截然不同，然而格老秀斯却仿佛为了纠正我

们的这一看法，立即指出：

不过，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自然法权，无论是社会意义上的，

还是所谓宽泛意义上的，就其出于人内在的原则的意义，也可以理

所当然地归于上帝，因为正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这样的原则才存在

在我们这里……[173]对比《战利品法》中的有关论述，我们会发

现，就法权的渊源而言，在《战争与和平的法权》中，格老秀斯并

未改变基本立场。自然法权，与神圣意志法一样，都源于上帝意

志。在上一段提出“哪怕上帝不存在”的假定之后，格老秀斯马上

就指出，这一“假定”并非事实[174]，无论是“我们的理性”，

还是“持久的传统”都证明相反的情形：

因此，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归于上帝，我们应该

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尤其是他以许多

方式向我们启示了，他是至善，最有权力，能够给予那些服从他的

人以最高的奖赏，甚至是永恒的奖赏，因为他自身就是永恒的；而

我们应当相信，他的意志想要如此，特别如果他明言承诺如



此……[175]由此可见，格老秀斯区分自然法权与神圣意志法或神

圣实定法，并不是将

前者视为与上帝意志无关的自然理性的产物。在格老秀斯看

来，无论整个自然秩序，还是个体的自然性质及其现实存在，都要

归于上帝。只不过，作为自然法权基础的上帝，不像在神圣意志法

中是作为立法者的上帝，而只是作为我们自然本性的创造者的上

帝。至少在这一点上，格老秀斯的立场确实颇为接近苏亚雷斯提到

的格里高利或瓦斯奎兹（Vasquez）[176]，而不是强调自然法约束

力的苏亚雷斯。这一点明确体现在格老秀斯对“自然法权”的定义

中：

自然法权是正当理性的指令，根据任何行为是否符合理性自然

来指示其中的道德丑恶或道德必然性，并因此，这一行为被自然造

作者上帝禁止或规定。[177]值得注意的是，格老秀斯在这里同时

提及了自然法权的指示性与规定性，格老秀斯并不否认，自然法既

是“指示性法”，也是“规范性法”，它同样有明确的义务。但与

苏亚雷斯不同，格老秀斯认为，上帝对道德行为的规定性（aut

vetari aut praecipi）是自然法正当理性的直接结果

（consequenter）。自然法权的指令本身就建立了“应当性”的义

务（debitiaut illiciti per se），人们从这一内在的道德丑恶

或必然性得出结论（ideo），这一行为是上帝“必然”规定或禁止

的。因此，自然法权的义务，并不直接取决于上帝的自由意志，而

是根据道德行为是否符合理性自然而产生的内在的“道德丑恶或道

德必然性”。[178]这种基于“道德必然性”的自然法权，甚至上

帝本身也不能改变：

自然法权是不可变的，甚至连上帝也不能改变它。因此虽然上

帝的权力是广大的，但我们说，上帝的权力并不能达到有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说出来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而都是自相矛盾。因

此，正如上帝自己也不能导致二加二不等于四，所以他也不可能导

致那些根据内在道理是恶的东西不是恶。[179]正是出于对自然法

权的这一新的认识，格老秀斯在撰写《战争与和平的法权》时认

为，《战利品法》中曾赞赏过的阿纳楚斯的意志论观点“说得有些

太过宽泛，不够清楚”（nimium indistincte）：只有对于神圣意

志法，上帝意志才直接决定了法权正当性及其约束力。[180]而神



圣意志法，要约束所有人，前提就是上帝明确启示，让所有人都充

分获得相应的知识。[181]而上帝只赐予一个民族的那些法律（比

如由摩西制定，颁布给犹太人的法律），就对我们没有直接义务：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希伯来法律的任何部分，就作为严格

意义上的法律而言，并不约束我们，因为超出自然法权的约束力必

须来自法律制定者的意志。而没有人能找到这样的表示，上帝的意

志想要这一法律也约束以色列人以外的民族。[182]超出自然法权

的任何实定法律，其约束力必须来自能够清晰指示立法者意志的某

种公示。而自然法权则不同，并不需要自然本性之外的知识来指示

上帝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权并不基于上帝的某

项特殊命令（in peculiari aliquo mandato divino），而是基于

普遍的衡平。”[183]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格老秀斯

提出的“哪怕上帝不存在”的假设，正是为了以一种反事实的虚拟

方式强调，自然法权的指示性内容及其规范约束力，都无须显示上

帝意志的特殊命令，而只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自然理智对于

道德行为内在的善恶的把握，因此不像苏亚雷斯那里，需要在人性

之外找到某种额外的道德约束力的来源。

巴贝拉克对《战争与和平的法权》有关段落的注释，有助于我

们理解格老秀斯与苏亚雷斯的这一决定性的不同。巴贝拉克指出，

当时许多学者，在其他方面很有见识，也不受经院哲学的束缚，但

却顽固地主张，“自然法与道德的规则，可以在独立于上帝意志的

情况下，本身就能强加一种让人遵守规则的不可缺少的必然性。

”格老秀斯的观点正是这样一种不太恰当的观点。巴贝拉克的理由

值得我们仔细读一下：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考虑一位理智存在者的意志，我们

能否发现一些观念和关系，从中可以推导出自然法和道德的规则。

有派学者持有的观点我们这里虽然要反对，但我们也必须同意

他们的看法，这些规则确实基于事物的自然本身；这些规则符合宇

宙的美所必然要求的秩序；在绝大多数行动及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

相称或不相称，适当或不适当，前者就是美的，而后者就是丑的。

但仅从这一点并不能推出,我们有义务去做或不做这样的事情

(obligéàfaire ou ne pas faire)。适当或不适当，可以称为是行



动的自然道德（moraliténaturellè），确实是使人行动或不行动

的一个理由，但却并非能施加一种责无旁贷的必然性（une

nécessitéindispensable）的理由，而这种必然性正是义务

（obligation）观念所蕴含的。这种必然

性只能出自一个上位者，也就是说，出自在我们之外的某个理

智存在者，他有权力约束我们的自由，为我们的行为规定规

则。[184]我们后面会看到，巴贝拉克的具体主张其实源于普芬多

夫的学说，但即使我们对普芬多夫的思想一无所知，从巴贝拉克对

行动本身善恶理由的“自然道德”与施加必然性的“义务”所做的

区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觉察到苏亚雷斯遗产的影响。在自然法

的理性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上，巴贝拉克的思路明确地追随了苏亚雷

斯“综合”开辟的方向：虽然在我们的观念中确实可以依据行动与

对象之间在自然上是否适当或相称，建立某种自然正当的关系，但

无论事物的自然本性，还是我们自身的理性，都只能向我们显示这

一自然关系的存在，但要迫使我们的行动和生活符合这一关

系，“就必需别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激情会对抗理性依据自然

正当关系发现的准则，借助快乐或者满足的力量来使我们偏离所

谓“自然道德”。也就是说，之所以自然正当的客观法权概念，以

及与此相应的事物的自然“尺度和规则”，并不足以约束人的意

志，产生相应的道德义务，根源是人的自然激情，也就是巴贝拉克

所谓“心的倾向”（le panchant de notre Coeur），比起自然理

性的准则，具有远为强大的力量（beaucoup plus de force）。即

使利益，因为处于未来，比起眼前确定无疑的满足，也会显得遥不

可及。

自然法之所以要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是因为必须找

到“别的东西”，才能约束人性中自然理性无力控制或对抗的激情

或欲望。用巴贝拉克的话说，后者和前者都是人的自然，如果没有

外在的原则约束我们，建立某种“责无旁贷的必然性”，我们为什

么会服从理智，而不追随激情呢？而我们的理性，如果撇开那个赋

予我们这一理性的创造者的话，“归根结底不过是我们自身”，而

没有人能对自身施加按某种特定方式行动的“责无旁贷的必然

性”，这一必然性概念与人的自由是对立的，因此如果施加义务的

人与受到义务约束的人是同一个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消义



务对自己的约束，这就取消了真正义务的概念。最终，巴贝拉克的

结论就是：

无论理性的准则如何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符合我们自身的构

造，但它们绝不是义务性的，除非同一理性还发现，作为事物存在

和本性的创造者，上帝的意志赋予这些理性的准则以一种法律的力

量（force de Loi），并对我们施加了一种服从这些准则的责无旁

贷的必然性，按照他判断适当的方式，凭借他的权利来约束我们的

自由，并对我们从他那里获得的能力规定了他觉得好的界

限。[185]撇开作为上位者或者说立法者的上帝的意志，仅凭事物

之间的自然正当关系，无法建立对于自然法而言必不可少的道德义

务的约束力（“责无旁贷的必然性”），只有上帝凭借他的“权

利”，作为外在的原则，才能对人的自由施加真正义务意义上的限

制，才能真正建立自然法和道德的准则。在巴贝拉克看来，格老秀

斯的错误就是误以为人性自身的构造足以在自然正当的法权关系

（客观法权）之外，通过主体权利的自由就能够在武器的纷争中建

立和平的秩序。

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格老秀斯认为人的自然本性能够建立自

然法的道德约束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发现

的自爱社会性这一基本概念。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格老秀斯处

理苏亚雷斯问题的某些线索。而这一线索，是现代自然法学派试图

从主体性权利出发推演自然法的重要考虑。

从格老秀斯对自然法权的定义可以看出，格老秀斯并不认为自

然法权仅仅是指示性的，自然法必定同时是规范性的。而这一指示

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特性，尤其体现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权上。因

此，在格老秀斯的

法权概念架构中，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权，不仅在第一种和第

二种意义上构成“法权”（自然法权是正当的，自然法权源于人的

主体权利），也同样应该符合法权的第三个意涵，是严格意义的法

律规范，具有建议或其他规定所不具有的义务约束力。[186]也就

是说，在格老秀斯这里，并没有像在托马斯或瓦斯奎兹那里，仅仅

借助自然正当关系来建立“宽泛意义上的法权”[187]，而是力图

将主体权利意义上的法权，经自爱社会性概念的阐明，发展成为一



种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法权，格老秀斯强调，

虽然与古代的“法权”表面上说法一样，但却“具有不同的性

质”（diversa natura）。而格老秀斯随即接下来表述的“哪怕上

帝不存在”的假定，关注的焦点正是这种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传

统关注的客观正当不同的主体法权而言的。[188]因此，格老秀斯

所谓“哪怕上帝不存在”的假定，并不是像瓦斯奎兹一样面对意志

论法理倾向的压力重申托马斯传统对自然正当关系的理性强调，而

是试图为现代自然权利提供成为真正法律规范的约束力。

正如我们在讨论格老秀斯的自爱社会性概念时曾经指出，自爱

作为原初自然本能（prima naturae）是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首要

职责，相比之下，人的正当理性是其后出现的。但格老秀斯引述西

塞罗的著作指出，虽然正当理性是人在“属己”的原初自然欲望引

导下才开始发挥作用的，但正当理性本身对于人来说却“应当比自

然欲望更亲近”。在正当理性的正派（honestum）原则中，有非常

严格，不容许稍许偏离的，也有的比较宽泛，做会受到称赞，但不

这样做并不会导致罪过。在格老秀斯看来，前一种正派原则，包含

了严格意义上的道德义务。如果发动战争与这一自然法

（iusnaturae）规定有冲突，则是不正当的。而自然法在这里严格

禁止的，正是

与社会抵触，特别是冒犯他人权利的行为。[189]格老秀斯对父

母抚养子女的分析，提供了理解严格自然法义务的重要线索。针对

法学家们对父母是否应当（debeantur）向孩子提供食物的争论，

格老秀斯指出，要区分两种“应当”（debiti）：严格意义上

的“应当”是“充分法权”（ius expletorium）[190]建立的“义

务”（obligatio）；而宽泛意义上的“应当”，只有通过实定法

的规定，才能施加严格的义务。格老秀斯认为，父母抚养子女的义

务，就属于后面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应当”。

事实上，不同的法律对于父母应该抚养哪些子女，抚养到什么

程度，都确定了相对不同的义务。[191]仔细考察格老秀斯的逻辑

可以看出，自然法本身的义务，只能来自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权利。

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涉及各自主体权利时出现的这种“充分法

权”，可以直接从社会性的要求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义务，即一个人

的“完全法权”对应另一个应尽的义务。这种所谓权利与义务



的“关联性”，是格老秀斯解决苏亚雷斯问题的方式。[192]因

此，在社会性关系中，自然法不再需要额外的道德力量来提供义务

的约束力，而只需借助社会性的力量，从可能遭受侵犯的个体的主

体权利中就可以找到义务约束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过是

个体的主体性自然

权利与他人相应的义务编织起来的一个关联网络。

因此，对于格老秀斯来说，某种自然法权（ius naturale）是

否能够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法（lex naturae），关键在于能否构

成严格意义上的法权，特别是从“所有权的本性和力量”（ex

ipsa domini natura ac vi）推出的自然法（lex

naturae）。[193]在没有法庭可以诉诸的自然状态，之所以“私

战”是被允许的，具有正当的理由，正是因为这是在诉诸自然法

（ius naturale/lexnaturalis）来“矫正”不义，恢复我们在法

庭设立之前就拥有的自然权利。[194]我们在格老秀斯的自爱社会

性论证中看到的“社会关切”，作为“法权的源泉”，其基本规

定，正是“充分法权”的义务范围：“不侵占他人之物；而归还我

们占有的他人之物，以及由此获取的利得；有义务履行承诺；对自

己过错带来的伤害给予补偿；人与人按照应付的给予惩罚。

”[195]这些自然法权，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义务，在自然状态下

可以由权利主体直接诉诸暴力获得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的救

济：“司法诉讼有多少种来源，战争就有多少种原因。

”[196]“充分法权”的五条规定，反映在战争中，就是防卫、恢

复所有和报复性惩罚这三种“正当理由（causa iusta）”。相对

来说，自卫是一项自然权利，直接来自每个人自然属己的对自我保

存的关切，而无须来自侵犯者的不义，因此对于自卫权来说，只要

个人没有义务遭受另一方意图施加的伤害就够了。[197]但战争的

其他正当理由，根源则是由自然权利产生的义务。从我们对物的所

有权，对那些动用我们所有物的人“自然产生了义务”；承诺，作

为一种权利让渡，只要权利拥有者的意

志明确做了决定（determinatio），表明其让渡，而且还另外

以明确的标志显示将自身权利让渡他人的意志，这样就将一种不完

备的权利转变成完备的权利，从而就产生了相应的充分义务，另一

方也就可以依据自然法“迫使”（cogi）允诺方履行允诺；契约基



于同样的原理，产生了双边义务；从侵害“自然地产生了”赔偿的

义务；而出于自身意志的罪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愿接受惩罚的契

约，因此惩罚也是罪行自然产生的结果，是自然法根据充分正义建

立的义务。[198]因此，格老秀斯对“私战”正当性的论证，在某

种意义上正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的规范性及其道德义务的论

证。[199]只有基于严格的主体权利的自然法权，才能相应产生充

分的自然法义务，并被自然法赋予获取相应救济的自然权利。这种

具有义务约束力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就是在战争中仍然能够发

声，一种真正意义的“战争法权”（iura belli）。[200]或许正

是因为这种法权与每个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有关，格老秀斯才

将它直接与人的自然本性画上了等号。[201]基于这一自然本性的

法权化，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自己成为其法权的执行

者”[202]，这类似一种自然法的执行权，只不过每个人只有权执

行自身的严格法权，而无法执行他人的法权。

由此可见，虽然格老秀斯在阐明这一所谓“不虔敬的假设”时

肯定借助了经院哲学的先例，而且考虑到格老秀斯曾经读过苏亚雷

斯的著作，这一假设很可能直接借鉴了苏亚雷斯理解自然法问题的

思路。[203]但他使用这一经院表述，却是要完成一个苏亚雷斯从

未想过的目的，即用来论证社会性可以替代上帝的意志，使严格意

义上的自然权利成为自然法，用人与人

水平意义上的社会性关联代替由上而下建立的义务秩序。在这

样的条件下，彼此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或主权单位，完全可以在不

考虑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建立社会关系。格老秀斯在表述类似思想

时还曾引用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著名段落来支持自己的做法：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他们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

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

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

是，或以为非。[204]格老秀斯认为保罗这里所谓“顺着他们的本

性”（φσει,Natura suapte）

就是指，对于外邦人来说，虽然没有犹太人的律法，但却可以

遵循来自原初本源（ex primaevo fonte）的“法”。格老秀斯在

这里的自注援引了教父作家的说法以为佐证，“来自原初本源的



法”，就是人的良知，或自然可知的未成文法。巴贝拉克在注释中

指出，这一解释将理性的自然之光发现的道德规范与摩西律法中通

过启示建立的道德规范形成了直接的对比。而这种铭刻在人心之中

的法正是保罗所谓“自然”的意涵。[205]所以，在格老秀斯看

来，不受摩西律法约束的“外邦人”，仍然受自然法权的约束，而

这就意味着“自己是自己的律法”。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具有卓越德性的人，就是自己的法律

（νóμο ναυτ）[206]，那么在援引保罗的格老秀斯这里，

自然权利通过自然理性，可以直接成为自身的律法，只有从这个意

义上，或许我们才能说，在格老秀斯这里，自然法建

立了真正世俗的王国。[207]巴贝拉克曾经指出，一个人自己不

能对自己建立真正义务的约束，就像一个债务人继承了债权人的财

物和权利，债务自然也就消失了。[208]现代道德哲学对义务的重

建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如何回答巴贝拉克的疑虑，如

果自主的现代个体，继承了上帝作为立法者的意志，自己成为自己

的立法者，在何种意义上道德义务仍然是可能的呢？从霍布斯到普

芬多夫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讨论，在康德的回答出现之前，是现

代道德哲学回应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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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例外的常见”（frequenter）和“罕见”（raro）的
三分，托马斯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形而上学模式（ita）
对引导人类活动的法律进行了探讨，显然，ius naturale
标识出了与自然“总是”如此的情形相应的自然法（同样
没有偏差）。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读完这段文字，这一点会
更加突出：“Quaedam enimsunt leges quae ipsi
rationi sunt inditae,quae sunt prima mensura et
regula omnium humanorumactuum,et haec nullo modo
deficiunt,sicut nec regimen rationis deficere
potest,ut aliquando essenon debeat;et haec leges
ius naturale dicuntur.Quaedam vero leges sunt quae
secundum id quodsunt,habent rationem ut observari
debeant,quamvis aliquibus concurrentibus earum
observatioimpediatur;sicut quod depositum reddatur
deponenti,impeditur quando gladius furioso
deponentireddendus esset;et hae leges similantur
his quae frequenter in natura accidunt;et ideo
directe etimmediate ad ius naturale
reducuntur”.Thomas,III Sent.d.37,q.3,a.3.

[27] Brown,Natural Rectitude and Divine Law in
Aquinas,pp.168ff.;cf.Finnis,Aquinas,pp.134-5.

[28] Ralph McInerny,Thomas on Human Action:a Theory
of Practice,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2,pp.215-6.虽然在实际措辞上，托
马斯受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用法的影响，基本将ius
naturale的意涵吸纳在lex naturalis的讨论中，参见
Pennington,“LEX NATURALE and IUS
NATURALE”,p.578。



[29] “Et primo manifestat iustum naturale
dupliciter.Uno modo secundum effectum vel
virtutem,dicensquod iustum naturale est quod habet
ubique eandem potentiam,id est virtutem,ad
inducendum adbonum et ad arcendum a malo.Quod
quidem contingit eo quod natura,quae est causa
huius iusti,eademest ubique apud omnes,iustum vero
quod est ex positione alicuius civitatis vel
principis apud illostantum est virtuosum,qui
subduntur iurisdictioni illius civitatis vel
principis.Alio modo manifestat hociustum secundum
causam,cum dicit,quod iustum naturale non consistit
in videri vel non videri,idestnon oritur ex aliqua
opinione humana,sed ex natura.Sicut enim in
speculativis sunt quaedam naturalitercognita,ut
principia indemonstrabilia et quae sunt propinqua
his;quaedam vero studio hominum adinventa,ita etiam
in operativis sunt quaedam principia naturaliter
cognita quasi indemonstrabilia principia
etpropinqua his,ut malum esse vitandum,nulli esse
iniuste nocendum,non esse furandum et similia,alia
verosunt per industriam hominum excogitata,quae
dicuntur hic iusta legalia”.Thomas,In
Ethic.V.lect.12.

[30] Thomas,ST.I.a II.ae,q.94,a.2c.

[31] Finnis指出，ius概念的这一分水岭，同时也是正义
类型、权威与义务这些概念的分水岭：NaturalLaw and
Natural Rights,p.206.

[32] 多少有些悖谬的是，主体法权与客观法权的划分，主
要是十九世纪德国的罗马法编纂学派建构的概念。根据萨
维尼的界定，如果我们考虑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权状态
（Rechtszustand），“那么我们在此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
就是个体人身（Person）所享有的权力（Macht）：一个他
的意志所支配—并且经由我们的同意而支配—的领域。我
们称这种权力为该人身的权利（Recht），它与‘权
能’（Befugniss—此即格老秀斯所谓potestas？引者按）



意义相同：许多人称之为‘主体意义上的法权’（das
Recht imsubjectiven Sinn）”；而另一方面，“只有通
过将特定事实与支配个别权利的一般规则联系起来，才有
可能对个别权利做出判决。我们将此种规则称为法
（Recht）或者一般法（das allgemeine Recht）：许多人
称之为‘客观意义上的法权’（das Recht im objectiven
Sinn）。”萨维尼将“主体意义上的法权”称为“法权关
系”（Rechtsverhältniss），而将“客观意义上的法
权”称为“法权制度”（Rechtsinstitut），二者都属于
他对“法权渊源”的研究（《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
朱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9页以下）。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学者维莱正是根据萨维尼的定义使
用“主体权利”的概念，并尤其强调“主体意义上的法
权”是由“个人意志支配的权力”（Villey,La formation
de la pens e juridique moderne,p.242）。德国民法大
家冯·图尔（Andreas von Tuhr）指出，“主体法权是私
法的核心概念……罗马法学家对这一问题并不感兴
趣”（quoted in Helmut Coing,“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Subjektives Recht’”,Gesammelte Aufsätze
zu Rechtsgeschichte,Rechtsphilosophie und
Zivilrecht,1947-1975,Frankfurt:Vittorio
Klostermann,Bd.1,S.243）。在现代对罗马法概念的重构
中，客观法权被看作是规定行为规范的norma agendi，而
主体法权则是与个人人身联系在一起的facultas
agendi（FerdinandMackeldey,The Handbook of Roman
Law,tr.F.M.Dropsie,T.&J.W.Johnson,1883,p.1）。而法
律秩序与个人权利在理论和历史上何者优先的问题，一直
是欧洲法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对这一区分的检讨和批判，见Ernst Bloch,Natural Law
and HumanDignit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6,pp.209-28）。在耶林著名的“为权利而斗
争”（DerKampf ums Recht）一文中，他曾经概括地提到
德国法学界对此的一般看法：“众所周知，Recht这个词是
在双重意义上被使用的，即客观意义和主体意义。客观意
义的法是由国家执行的法律规则的总和，即生活的制定法
秩序，主体意义的权利是抽象规则具体化为个人的具体权
利”（《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
社，2007年，第87页）。有关的批评性讨论，也参见凯尔
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88—89页；《纯粹法理
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66
页以下。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讨论中所谓客观意义的法
权，更多是指法权概念的自然秩序基础，而不是指与个人
的主体性权利相对的“法权制度”或法律秩序，因为根据
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主张，后者在原则上都来自前者，并不
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法权。

[33] 严格来说，只有将ius看作是主体的能力，霍菲尔德
著名的权利分析才大体上成立。事实上，霍菲尔德区分的
四对概念，在结构上相当类似下文要讨论的格老秀斯对法
权第二个涵义的细化。其根源就是在特定情势下，根据人
类自由的某种分配状态，主权自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
自己的选择来规定他人的行事。哈特恰当地称这种自然权
利为道德权利（moral right）。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
念》，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6
页以下，第81页以下；H.L.A.Hart,“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Philosophical
Review,Vol.62,no.2(1955),pp.175-91;cf.Annabel
S.Brett,Liberty,Right and Nature:Individual Rights
in Later Scholast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comp.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pp.199-205.

[34] Henry Simner Maine,Dissertations on Early Law
and Custom,London:John Murray,1883,pp.365-6.哈特从
完全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在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那里，找不到他称为“所有人都自由的平等权
利”（the equal right of all men to be free）这一自
然权利的希腊对应物，原因也很清楚：“除非承认个体自
由的道德价值，否则不可能有道德权利的位
置”（Hart,“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pp.166-7n.4）。伯林在广为流传的“两种自由
概念”一文中，引用维莱的研究指出，“在古代世界，似
乎很少有人把个人自由当作一种自觉的政治理想（与自由
的现实存在相对）来讨论。孔多塞就曾经评论说，罗马人
和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就犹太、
中国以及其他所有目前已知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如
此”（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9）。有人甚至进而认为，既然基于维莱
的研究，古代缺乏主体性权利及相应的人权概念，批判现
代性的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学派在政治上就可能导致相应
的反民主危险
（Ferry,PoliticalPhilosophy,Vol.I:Rights-The New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pp.21-
2）。而亨廷顿则明确指出，文明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
是否认可这样一种个人权利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视为世
界各国沿文明线划分为敌对阵营的关键问题。《文明的冲
突与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八章，特别是第211页以下。当然，人类学家、比较
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会使用现代人习惯的个体权利概念
来描述其他生活世界，但这样做究竟是证明这一概念的普
遍适用性，还是证明这些研究本身的政治哲学前提需要

[35] Villey,La formation de la pens e juridique
moderne,pp.220ff.;Michel Villey,“Les origines de
la notionde droit subjectif”,in Leçon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Paris:Dalloz,1962,pp.221-50;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Chap.II,and Part Two;Tuck,Natural
Right Theories,pp.13ff..

[36] “Iuris prudentia est divinarum atque
humanarum rerum notitia,iusti atque ingiusti
scientia”(Ulpian).Digest,I.1.10.

[37]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格老秀斯：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Prol.8.Dagger曾经比较简明地对比了这
两种看待法权的方式：“Where we say‘I have a right
to this book’,for instance,they(i.e.Romans)usually
said,‘It is right that I have this
book’”.“Rights”,p.298.

[38]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盖尤斯创设的“无体物”（res
incorporale）概念。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在考虑现
代权利语言关注的“权利”，比如各项用益权和债权时，
都放在人、物、讼三分的“物”的部分，作为“物”的各



种法律属性（iura）来处理的。而从现代“主体法权”的
视角来看，这一安排是非常混乱的（cf.Reinhard
Zimme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5-6；特别提及了Fritz Schulz对盖尤斯
《法学阶梯》中与物有关的法权部分的安排的看法：“无
疑是将不同的东西安排在一起的大杂烩。”而这一“大杂
烩”显然不能仅仅从文体和整理方式这些形式因素来解
释。History of Roman Legal Sci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pp.160-6）。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盖尤斯
的时代已经存在权利的概念，他恐怕就不用创造无体物这
个概念了……实际上，盖尤斯引入无体物概念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把与物紧密相关但又不是物本身的，我们现代人称
之为他物权的用益物权、地益权，以及继承权和通过合同
产生的债权纳入物法的讨论范围。因为在没有成熟的权利
理论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无体物的概念，盖尤斯将无法合
乎逻辑地说明在‘物’这一卷中讨论上述问题的理由。而
且无体物的概念恰好说明了罗马人是从物的归属，而不是
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方新军：“盖尤斯无体物概
念的建构与分解”，《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88—
101页，引文见第90页；Villey,La formation de la pens
e juridique moderne,p.247）。而萨维尼界定现代主体权
利的“法权关系”概念，最初正是古斯塔夫·雨果
（Gustav Hugo）对这一“无体物”概念中包含的所谓“物
权”思想的现代表述（见杨代雄：《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及
其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9年，第83页以下）。波洛克和梅特兰在巨著《英
国法律史》中曾不无讽刺地指出，“中世纪法律的王国充
斥着无体物。任何具有可让渡性质的永久性权利，但凡具
有我们称之为领土范围的，都被视为是与一块土地非常类
似的物。而且正是因为它是物，才是可让渡的。这并不是
思辨法学家发明的拟制（fiction），对于大众的头脑来
说，这些东西就是物。而法律人的工作不是把他们变成
物，而是指出他们是无体的（incorporeal）。”在波洛克
和梅特兰基于布莱克斯通的清单对英国法的“无体物”进
行的丰富讨论中，涉及了教堂圣俸、租佃契约、租金，乃
至自由以及婚姻关系这些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他们的共同
特征就是“物一样的权利”（thinglike rights），而他
们作为所谓“权利”的真正本质就是“像物一



样”（thinglikeess），最终甚至更为具体，“像土地一
样”（landlikeness）。这些无疑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与现
代主体权利相当不同的法权世界。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II.iv.6,esp.pp.124-5,148.

[39] Villey,La formation de la pens e juridique
moderne,pp.242-8;cf.Robert Feenstra,“Dominiumand
ius in re aliena:The Origns of a Civil Law
Distinction”,in Peter Birks ed.,New Perspectives
inthe Roman Law of Property:Essays for Barry
Nichola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111-22.

[40] Villey,esp.philosophie du droit,t.1,pp.87-
96;Tuck,Natural Right Theories,pp.7-
13.Cf.MichaelZuckert,“ ‘Bringing Philosophy down
from the Heavens’:Natural Right in the Roman
Law”,TheReview of Politics,Vol.51(1989),pp.70-
85.Michael Bertram Crowe,The Changing Profile of
theNatural Law,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p.36-
46.维莱的学说甫一问世，就遭到了布里埃塞（Giovanni
Pugliese）等罗马法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主张，在罗马
法中也不难发现主体权利的用法，蒂尔尼在教会法，特别
是格兰西《教会法会要》的注释者那里发现的表述同样也
可以在罗马法注释家那里找到，或者至少在从盖尤斯到查
士丁尼的罗马法体系化过程中，这种将ius看作与个人联系
在一起的权利的用法日益普遍。但这些学者仍一般承认，
这一用法并不像在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中这样占据支配地位
（Charles Donahue,“Ius in theSubjective Sense in
Roman Law:Reflection on Villey and Tierney”,in A
Ennio Cortese I,Rome:IlCigno,2001,pp.506-
35;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p.17-9;Peter
Stein,“The Fate ofthe Institutional System”,in
his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Roman Civil
Law:HistoricalEssays,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pp.74-5;comp.Michel Villey,“Les institutes
de Gaius etl’id e du droit subjectif”,in Leçon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pp.167-



88;but see MaxKaser,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München:C.H.Beck’sche,1971,B.I,SS.24-
41）。事实上，罗马法在现代主体权利学说的建构中发挥
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始于热衷援引古典文献的格老秀斯
使用现代权利概念对罗马法学说的系统改造，这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解释晚近学者在格老秀斯著作中发现的所谓现代
权利的罗马法渊源（Benjamin Straumann在一系列文章中
强调格老秀斯借助了罗马法的概念，发展了他的主体权利
理论：“Natural Right and Roman Lawin Hugo
Grotius’s Theses LVI,De iure praedae and 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Grotiana,Vol.26-
8,2005-7,341-65;Idem,“Is Modern liberty ancient?
Roman Remedies and NaturalRights in Hugo Grotius’s
Early Works on Natural Law”,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27,2009,pp.55-85）。

[41] Michel Villey,“Abr ge du doit naturel
classique”,in Leçon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pp.65（英译本见Michel Villey,“Epitome of
Natural Law”,Griffith Law
Review,Vol,9,no.1,2000,pp.76-97,and
Vol.10,no.1,2001,pp.155-78.Fred D.Miller从natural
rights出发系统地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与
许多人望文生义的理解相反，他其实区分两种
naturalrights，一种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正
义，而另一种则是自然状态下人所拥有的不可让渡的权
利，而认为亚里士多德只持有前一种观点，并不主张后一
种观点：Nature,Justice,and Righ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esp.pp.87-8.

[42] Gratian,Decretum,D.l,d.a.c.1(Gratian,The
Treatise on Law,tr.by Augustine
Thompson,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3.该英译本包含了标准版的评注glossa
ordinaria)。以下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基于
Pennington,“LEX NATURALE and IUS
NATURALE”,pp.569-78;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p.58-69。



[43] Rufinus:“vis quedam humane creature a nutura
insita ad faciendum bonum cavendumque
contrarium;Simon of Bisignano:vis mentis...superior
pars anime”.转引自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p.62-3；塔克认为，在十二—十三世纪，注释者
发展的ius概念（特别是有关ius in re和dominium的论
述）尚未建立比较完备的主体权利概念，而更多是一种消
极权利的学说。Tuck,Natural Right
Theories,p.15;comp.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218n.32.

[44] 蒂尔尼指出，推进主体权利概念的不仅限于方济各会
一方，也包含了多明我会的学者，特别参见他对Hervaeus
Natalis的讨论：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p.104-8。

[45] 下面的讨论基于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pp.108-18。

[46] 重视许可性法的学者（比如上面引述的教会法专家
Rufinus）通常也在自然权利的概念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恐
怕并非偶然。Cf.Tierney,Liberty and Law:The Idea of
Permissive NaturalLaw,1100-1800,pp.23-5.

[47] Marsilius,Defensor Pacis,II.xii.3-4.

[48] “Dicitur autem ius secundo modo de omni
humano actu,potestate vel habito
acquisito,imperator,interior vel exterior,tam
immanente quam transeunte in rem aliquam
exteriorem,aut in rei aliquid,putausum aut
usufructum,acquisicionem,detencionem,seu
conservacionem aut commutacionem,et reliquasimilia
conformiter iuri dicto secundm priorem
significacionme”.Marsilius,Defensor
Pacis,II.xii.9.

[49] Marsilius,Defensor Pacis,II.xii.11.



[50] Marsilius,Defensor Pacis,II.xii.12.

[51] Leo Strauss,“Marsilius of Padua”,in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ed.by Leo Strauss and
JosephCropse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276.

[52] Marsilius,Defensor Pacis,II.xii.7.Alan
Gewirth,Marsiliu of Padua:The Defender of
Peace,Vol.I,Marsiliu of Padua an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1,pp.147-52;Strauss,“Marsilius of
Padua”,pp.292-4.

[53] Alan Gewirth,Marsiliu of Padua:The Defender of
Peace,Vol.I,“Introduction”,p.lxxxv.

[54] 强调奥康在主体性权利思想发展中的位置，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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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哲学使用自然法学说为道德世界和政治秩序奠定基

础，但自然法这个基础本身却面临着根本的困难。从自然状态出发

对古典政治的伦理关系和德性秩序加以拆解后，现代自然法学派不

再遵奉古典自然正当秩序的“规矩和尺度”，转而以处于自然状态

中的个人拥有的主体性自然权利作为出发点，试图在这一基础上重

建自然法的法权秩序。但同时，现代自然法学派，与关注人的“良

知”和实践理性的经典自然法学说相比，更重视自然法的义务约束

力。为了拘束具有强大力量、经常反抗理性的自然欲望和激情，自

然法必须像实定法一样具备可见的约束力。自从苏亚雷斯综合托马

斯的理智论传统与唯名论对法律约束力的意志论强调以来，这一问

题就一直困扰着自然法学者。“苏亚雷斯综合”的问题框架强有力

地支配着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苏亚雷斯用法的严格概念取

代了托马斯的宽泛概念，迫使自然法学者不得不努力说明自然法在

何种意义上是真正的“法”。如何从个体的自然权利这一所谓“现

实”但却薄弱的基础出发，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是现代自然

法学派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在格老秀斯那里，已经看到这一

努力在“战争法权”中的体现；霍布斯和普芬多夫则分别从不同的

方向，将这一努力发展成为系统的自然法学说。

而深受二者影响的洛克，通过其对人类理解能力的分析，从根

本上质疑了这一努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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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霍布斯：假设的自然法

我们已经看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建立了现代政治哲学和

道德思想理解人的自然本性及其生活方式的出发点，而自然状态作

为战争状态的结论则直接揭示了人性在没有人为制度设立的共同权

力的前提下所面临的根本困境。面对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人性

困境，霍布斯明确提出，“自然法”是理性发现的“便利的和平条

款”（convenient articles ofpeace）。[1]那么理性指出的自然

法路径能否使人脱离自然状态的困境呢？

（一）霍布斯自然法的基本结构霍布斯在其主要政治哲学著作

中，都构想了一个比较相似的自然法路线图，通过自然法的具体条

款，描述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如何从“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

利”（jus omnium in omnia）导致的战争状态在理性上一步步走

向和平的共同生活。[2]对于构成和平路径的这些自然法条款，霍

布斯通常划分为所谓“根本自然法”和“其他自然法”两个部分，

并分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章节中加以讨论。所谓“根本自然法”或

直接来自根本自然法的条款，规定了个人应该通过放弃自然权利、

制定契约的方式实现和平。所以，霍布斯也称之为“围绕契约的自

然法”（lex naturae circa contractus）。[3]这部分自然法条

款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转向自然法的关键环节，也是全

部自然法学说的基础。而“其他自然法”则进一步描述了在根本自

然法规定的契约关系基础上实现的人与人之间共同社会生活的基本

面目。

在《利维坦》中，“根本自然法”包含两条基本的自然法条款

（第一和第二自然法），而“其他自然法”则列举了另外十七条条

款。列入“其

他自然法”的这些条款，从具体内容看，大体可以进一步划分

为遵守社会性基本要求，保持人与人平等，从共有开始对占有物进

行平等分配，以及接受第三方仲裁来排解纠纷这四类条款。这些条

款构成了理性设想的人退出自然状态、建立社会性的“路线图”。

霍布斯阐述的自然法学说，作为理性社会性的路线图，其基本结构

大致如下[4]：

A：根本自然法（契约自然法）

I．寻求和平II．放弃权利B：其他自然法III．正义（Ba）社会

性自然法IV．感恩V．顺应VI．宽恕（或仁慈）

VII．反对报复（或残忍）

（Bb）平等自然法

VIII．反对轻视[5]

这一清晰结构是从《法的原理》和《论公民》的论述中逐渐发

展浮现出来的。在《法的原理》中，仲裁自然法的部分条款插在平



等自然法与占有自然法之间，破坏了二者之间紧密的关联，其中一

些万民法性质的条款在后来的著作中要么被删除，要么被弱化了，

但后来的著作也删除了《法的原理》中社会性自然法的一些补充条

款（比如“不向他人强加建议”和“设身处地”）。《论公民》的

自然法结构与《利维坦》基本相同（但因为没有将“根本自然

法”编入自然法的序号，所有的自然法条款刚好错一位，但这一排

列倒是更清楚地揭示了“根本自然法”与所有其他“衍生自然

法”在理论地位上的不同），与《法的原理》相比，增加了占有自

然法的条款，明确将后者与平等自然法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两本

书之间也有一点显著的差别，《论公民》最后一条醉酒自然法针对

的不节制行为，在《利维坦》中作为自然法应予禁止但无须提及的

内容（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醉酒现在被视为只涉及个人本性，而

不再与退出自然状态的理性路径有直接的相关性），从自然法清单

中消失了（Leviathan,xv.34,esp.34L）。

IX．承认平等X．权利平等（反对多得）

XI．衡平（Bc）占有自然法XII．共有与平等分配XIII．抽签

XIV．先占（Bd）仲裁自然法XV．使团安全XVI．交付仲裁XVII．涉

事方不担任法官XVIII．中立方仲裁XIX．第三方证人这一社会性路

线的结构图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出，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针对

的正是使自然状态沦为战争状态的主要因素：平等自然法旨在抑制

虚荣，占有自然法努力减少竞争的范围，而仲裁自然法则试图建立

解决人与人之间纷争的机制，社会性自然法则在整体上减少与自我

保存无关的敌意。因此可以说，霍布斯的各项专门自然法（lex

naturae specialis）就是要从人的自然权利的运用中系统减少，

甚至排除导致普遍敌意的因素，从而使平等的人能够和平地生活在

一起。

霍布斯在《法的原理》中将自然法的诸多条款总结为最简便

的“设身处地”的规定，把人能够置身于他人的处境，改变自己权

衡的尺度，看作是全部自然法的“简易规则”：

一个人看到自然法设立了这么多条款，推演中包含了这么多内

容，这么多规定，不免会认为，要在每个突发场合，当一个人只有

不多的时间来考虑，要辨识出上述自然法，并能按照规定去做，有

些太困难，太复杂了。而且，如果我们考虑人的绝大多数激情，比

如愤怒、野心、贪婪和虚荣等类似的，都倾向于排斥自然平等—确

实如此；但不用考虑这些激情，有一个简便的规则可以马上让我们

知道要做的行动是否违背了自然法，这一规则就是：一个人想象自

己处在与自己打交道的另一方的位置，并相应想象他处在自己的位

置；这一规则实际上不过是改变权衡的尺度。因为每个人的激情在

他自己的尺度上都很有分量，但在邻人的尺度上却没什么分量。

而有个古老的格言，清楚地理解和表述了这一规则：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Quod tibi fieri non vis,alteri ne

feceris）。[6]将自然法的规定简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基本要求，虽然出于解决自然法“宣示”问题的考虑[7]，但同时

也揭示了霍布斯通过自然法建立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处的习俗和

交往”（men’s manners and conversationone towards



another）[8]—也就是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实质。不过，考虑到人

排斥自然平等、渴望超过他人的自然激情，想要造就“设身处

地”的社会性倾向，仅凭这一简单的规则显然并不够。霍布斯在反

对自然社会性学说时曾明确指出，“人是可以变得适合社会的，但

不是通过自然，而

是通过纪律（non natura sed disciplina）。”[9]霍布斯不

厌其烦地罗列的自然法具体条款正是向人教导社会性的理性纪

律。[10]这一点在《论公民》讨论第五条自然法—顺应自然法—时

讲得非常清楚：

当人进入社会时，他们就因情感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品

性。

就像用来一同建筑的石头之间的差别一样，这些差别来自它们

在质料和形状上的差别。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安放下去，

要比别的石头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它的质料如此坚硬；它不可能

被轻易地压缩或削平，而它又阻碍了建筑整体的构造，结果就会被

当作不适用的东西给扔掉。一个人如果因为品性粗暴，从他人那里

拿走必需的东西，却给自己留下多余的东西，且性情傲慢，难以矫

正，他就和不规则的石头一样，就会经常被人当成不能顺应他人，

只会给人带来麻烦的人。[11]自然法就是磨平人的“凹凸不平，不

规则”的形状的纪律。自然状态下桀骜不驯的激情，不受公共理性

限制的私人判断的无限自由及其普遍猜忌，都会在自然法的基本路

径下，逐渐变得平整、规矩，相互适应，最后成为至少外表方正的

石头，一同码在人为制度的墙上，不再因质料的格格不入而留下难

以填补的缝隙。

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性纪律，要驯服桀骜不

驯的自然激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愿放弃权利。[12]要拔去豪

猪身上的刺，让它们能够挤在一起取暖，现代自然法学派唯一可依

靠的手段就是豪猪自己的刺。

（二）契约自然法及其困难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中，“其他

自然法”描绘的社会性图景，其出发点是“根本自然法”以及从中

衍生出来的契约自然法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利维坦》的

前三条自然法：寻求和平、放弃权利和履行信约。但自然法如何依

据这三个条款从自然权利中产生约束人的义务呢？

根据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表述，理性的一般规则是“每个

人都应该努力寻求和平，只要他有获得和平的希望，而当他不能获

得和平时，他可以寻求或使用战争的协助和利益”。这一理性的规

则或规定包含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根本的自然法条款，或者说

第一自然法，即“寻求和平，追求和平”，被霍布斯看作是所有自

然法的总括[13]；而后半部分则是自然权利的总括，“每个人都有

权利尽一切力量和方式来保卫自身”。[14]在早期的《法的原理》

中，霍布斯并没有试图将这一自然法性质的规则确立为自然法的条

款，甚至在《论公民》中，虽然他将这一自然法的根本规定称为第

一自然法，但他随后列举自然法的具体条款时其实还是从放弃权利

的条款开始。[15]霍布斯的这一犹豫表明，这条理性规则，其实是

对自然法一般性质的描述，而并非具体的自然法规定。换句话说，



根本自然法并没有对人的行为规定真正限制或约束，因此，这一规

则的前半部分的“应当”或者说“命令”受制于一个条件，“只要

他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或“只要有和平的可能”）。在自然状态

下，对这一希望或可能性的判定，完全基于私人判断权的个人尺

度。根据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基本逻辑，理性规则前半部分

的“命令”并不能排除后半部分的“疑虑”：只要一个人不能确保

所有其他人都做出前半部分的判断，他就无法放弃后半部分的可

能性完全遵照前半部分的“命令”行事。简单地说，这条理性

规则将根本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核心主张放在同一规则中，并未断

定后者能自动转变为前者，而不过是将自然状态的法权困境，重申

为从自然权利中产生自然法的问题。

霍布斯解决自然权利向自然法转变的具体方式是第二自然法。

霍布斯一贯主张，寻求和平的命令，必定要求人放弃对一切东西的

自然权利。

“对一切东西的权利”，作为自然状态在法权意义上构成战争

状态的关键，直接抵触了制造和平的根本自然法。不过在《利维

坦》中，霍布斯明确指出，放弃权利，作为自然法脱离自然状态的

和平路径的真正开端，仍然是条件性的：

一个人愿意，在别人也愿意如此的条件下，只要他自己认为对

和平与自卫是必要的，就放弃这种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而他会满足

自己拥有相对于他人的自由，其程度如同他容许他人会拥有相对于

他自己的自由。[16]这一被称为契约自然法的放弃权利条款，比起

《法的原理》和《论公民》中的原则性论述，规定了更具体的条

件：一个人自愿放弃与自然法的和平目标抵触的“对一切东西的权

利”，有两个前提：首先是在他放弃的同时，他人也自愿放弃这一

自然权利；其次，放弃的是他根据私人判断认为是为了实现和平与

自卫来说必要的程度。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个人才会自愿放弃他在

自然状态下的无限自由，而满足于与他人共同享有彼此程度相当，

但能共同生活的有限自由；否则放弃权利只会使一个人在战争状态

中沦为他人的战利品，而不会导致彼此的和平。《利维坦》对放弃

权利条款的条件性表述，虽然在之前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但就其

实质意涵而言，却并

非全新的主张。[17]放弃权利的条件表述，不过重申了理性的

一般规则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优先关系，而且更加明确地表明，从自

然权利通向自然法的道路，不仅出发点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而且这一权利

的放弃方式，也同样必须依据自然状态下人们运用自然权利的基本

逻辑，只有出于自愿才能剥夺一个人的权利，而理性地放弃权利必

须以他人同时放弃相应权利从而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为前提，而这

两点都是在没有理性的公共尺度的情况下个人自己的判断。霍布斯

对放弃权利的契约自然法的论述表明，在建立自然法的过程中，自

然权利不仅是唯一的出发点，也是建立自然法各项义务的唯一原

则，无须额外诉诸自然正当秩序或神意的约束力量，为自然法提供

指引或保障。

但是如何从自然权利的出发点，通过自愿方式产生对这一自由



的限制，从而根据主体性自然权利的逻辑放弃与这一权利自相矛盾

的无限性呢？霍布斯对于自然法学说最重要的努力或贡献，就是力

图通过契约自然法的分析，勾画了从自然权利的放弃产生自然法的

义务的具体方式及其面临的决定性困难。

在霍布斯看来，任何义务，就其根源，都始于自然权利的让

渡：

当一个人无论以哪一种方式让渡或者给出他的权利，他就因此

有义务（OBLIGED）或者受约束（BOUND）不得妨碍那些接受其赠予

或放弃的权利的人从中受益；而他应当不使自己出于自愿的行为归

于无效，这是他的责任（DUTY），因为权利事先已经被放弃或让

渡，所以这种妨碍，由于缺乏权利（sine jure），就是不义或损

害。[18]

从《利维坦》的这一著名段落可以看出，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学

说中，“义务”、“约束”、“责任”，乃至“不义”的概念，都

来自个人主体权利的赠予或放弃。因为在霍布斯这里，每个人在自

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是对一切东西的权利，所以严格来说，产生义

务的权利赠予或让渡并不需要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任何权利，而只

需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在别人利用该项权利产生收益时不造成

任何正当的麻烦（sine justa molestia），或者说不再容许他可

以正当地阻碍后者行使该项权利。[19]而所谓“放弃”权利，就意

味着这个人“丧失了自己曾经一度拥有的妨碍他人对同一事物享有

权益的自由”。[20]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霍布斯之所以坚持“放

弃”权利是限制自由，从而摆脱自然状态的法权困境的唯一路径，

恰恰是因为无限的自然权利本身在霍布斯自然法学说中的奠基地

位。

只不过，单纯的放弃并不产生有针对性的义务。在所谓“让渡

权利”的情形中，让渡权利的一方，明确针对被让渡方中止了自己

行使有关权利的自由，不去阻碍后者行使自己的原初权利

（original right）。相对于被让渡方，放弃权利的一方就受到了

约束，不应当妨碍后者的行动，这就是他通过让渡权利产生的相对

于后者的义务或责任。因此，在霍布斯的分析中，任何具有道德意

涵的义务及其约束力[21]，在根源上，都来自一个人对自身在自然

状态下的绝对自由自愿施加的限制，从而使自己不再阻碍或反抗他

人行使其自身的权利。义务严格地始于主体性自然权利的自由决

定。

但霍布斯对让渡权利的具体分析，清楚地揭示了契约自然法依

赖自然权利原则带来的根本困难。事实上，霍布斯的整个自然法学

说正是重申，

自然状态学说中的法权逻辑带来的根本困境，无法仅靠自然法

获得解决。

根据霍布斯的分析，在通过让渡权利产生义务时，让渡权利的

一方，必须借助充分的标志来宣示自己的意志。如果这一标志仅仅

是语言的话，那么它指的只能是现在或过去，如果指的是未来，就

没有让渡任何东西（“我明天给你……”，就表明他今天还未给



予，他仍然保有他的权利）。[22]因此，一旦涉及未来的权利让

渡，语言就不是宣示意志的充分标志，也不足以产生义务，这时订

约方就必须借助别的力量。

但从霍布斯对契约自然法的条件性规定可以看出，每个人自愿

放弃权利的条件是他人同样想要这样做，那么，契约自然法指明的

权利放弃的方式就并非即时交割的契约，而是延时交割的“期

约”（pact）或“信约”（covenant）。所谓“信约”，顾名思

义，就是其中包含了信任或承诺因素的契约。而契约自然法指明放

弃自然权利的契约，不仅是信约，而且是一个包含了双方信任因素

的契约形态（covenants of mutual trust），自然状态的每个人

在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时必须“信任”他人同样将要放弃自然权

利。[23]霍布斯有关契约自然法的理论，一方面强调，这种契约形

态是从自然权利中产生义务的唯一理性路径，但另一方面却揭示了

在自然状态下自愿放弃权利的做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性障碍。

首先，在期约或信约中，无论一方是通过现在式的语言转让未

来的权利，还是借助将来式的语言，加上别的表示现在意志的标

志，在未来进行权利的转让，都意味着契约中权利的放弃实际上是

在未来才履行的。[24]因此，契约的一方在率先履约后，需要透过

语言以及其他标志来判断另一方的意志，或者确保在订约和履约这

一段时间内，另一方转让权利的意志不会发生变化。先行履约的一

方，应得（merit）另一方的履约，后者是他的应得物（due），这

一契约在他这一方才被称为是“信约”，而对于另一

方来说，通过契约对权利的放弃或转让已经完成。[25]伴随转

让权利的信约产生的道德义务，在霍布斯这里，实际上就是信约方

所具有的“应得物”，但如何保证契约另一方在已经获得利益后，

在未来交割这一“应得物”，就成了自然状态下人们猜疑和恐惧的

焦点。

根据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看法，信约中一方的“承

诺”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保障：“语言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

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恐惧，就不足以束缚人的野心、贪婪、愤怒和

其他激情。”霍布斯也不认为誓言（oath）可以增加信约中承诺的

约束力。[26]如果语言的力量软弱得不足以约束人们履行信约，霍

布斯在人性中只找到两种可以强化语言力量的助力：恐惧或骄傲的

激情，但因为后者“极其罕见而不能作为依据”。

所以，真正靠得住的情感是“恐惧”：契约“之所以能够构成

约束人的义务，契约的束缚之所以是有力量的，不是因为其自身的

性质（因为没有比人们的言辞更容易破坏的了），而是来自对毁约

的有害后果的恐惧”。[27]但在平等的自然状态下，因为不存在明

确超出所有人力量的公共权力，在私人判断对毁约与履约的权衡

中，对“毁约的有害后果的恐惧”并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威慑。

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性中没有可资信赖的对契约的保障，任

何信约都会面临履约的困难，理性对这一前景的预见妨碍了信约本

身的建立，从而使人不可能通过自愿放弃自然权利直接产生自然法

的道德义务。



如果自然状态下任何理性的人，都需要以他人自愿放弃权利作

为自

身放弃权利的条件，那么从主体性自然权利中产生约束性的自

然法义务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没有惩罚权力的威慑下，建立包含双

方信任因素的契约形态。从霍布斯的分析看，在这种双边信任的契

约中，订约双方都没有立即履约，而是彼此信任，等待将来履约。

任何信约都涉及对未来的权衡。

而直至个人根据自己的私人判断决定采取行动前，尚未履约的

一方始终保留了行动的自由。契约中信约或信任的出现，意味着在

不可能彻底了解另一方意志的条件下，更不用说考虑到种种未来发

生的事情是否会阻碍其现在意志最终转变为履约行动的情况下，在

无法保证另一方放弃权利的条件下，契约一方在权衡中自愿终止了

自己的自由，率先放弃了权利，成为信约方，但在自然状态下却没

有任何外在的手段确保另一方会放弃自己的自由，后者的意志此时

仍然处于悬搁状态，他仍然可以在权衡中选择不去履约。因此，契

约中出现信约方，在精神上直接违背了契约自然法的条件条款。

在双方都依靠信任的契约中，“未来”对意志的决定具有多重

涵义。

契约的任何一方在权衡中，不仅要考虑自己先行履约后，另一

方面是否会履约的问题，而且会在考虑履约困难时，进一步将另一

方同样的权衡作为自身权衡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对已

经达成的信约的履行问题，把后者称为率先履约、形成信约的问题

（因为根据信约的定义，没有一方率先履约，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

信约及其义务）。在自然状态这个理性面向未来构建的法权空间

中，就包含双方信任的契约而言，人性的自然力量在权衡中无法导

致意志的决断，促使一方放弃权利，率先履约，成为信约方。也就

是说，在自然状态下，涉及双方信任的契约中，因为对履约困难的

顾虑，只有对信约的权衡，而没能建立任何信约。契约本身，并不

能通过意志的统一，克服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困境。霍布斯契约论的

真正困难，不是履约问题，而是信约订立（the making of

covenants）的问题。[28]

这一困难意味着，依据自然权利的原则，无法通过放弃自然权

利来实现自然权利向自然法义务的转化。

正是基于这一洞察，霍布斯明确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所

谓“双重信任的契约”中的信约其实是无效的：

如果所订立的信约，现在双方都没有履约，而是信任另一方，

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下……基于任何合理猜疑，这一信约是无效的；

但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权力，它具有足以强迫人们履行

信约的权利和力量时，这信约便不是无效的。[29]霍布斯这里指出

的“合理猜疑”（reasonable suspicion）[30]，针对的不是信约

在履行时面临的困难，而是这种履约困难在订约前对人的权衡产生

的影响。在猜疑和恐惧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建立信约，

形成约束性的义务，因此在规范的意义上，而非事实的意义上，这

种包含了双方信任的契约是“无效的”。在自然状态下，“必须履



行信约”是合乎理性的行为，是理性的一般规则，但在没有足以强

制人们守约的政治权力时，对对方失约的恐惧或猜疑同样是理性

的。[31]只有消除这一恐惧的原因，才能建立“有效的”信约，真

正通过契约完成权利让渡，形成义务。因此，只要有一方先行履

约，形成了信约，那么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和规范的方式走出自然状

态，但“合理猜疑”导致了所谓“先行履约人”（the first

performer）

的问题[32]，使“双方信任的契约”无法建立有效的信约，自

然法也就无法约束人的行为，产生真正的道德义务。霍布斯的“合

理猜疑”的学说，为通过自然法的和平之路走出自然状态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

没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不义的事情存在。由此看来，正义

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

履约的政治权力建立之后才会开始。[33]霍布斯对契约自然法的分

析表明，在没有国家权力的自然状态，不可能从自然权利的自愿放

弃中，产生独立的道德义务。从自然权利的出发点，仅凭理性的力

量，是无法从一般规定中消除第二部分的疑虑，建立根本自然法的

和平路径。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契约自然法描述的义务和约

束，只是理性指示给人的权衡的一种可能性，并不能真正建立限制

人的自由的道德约束。因此，虽然第三自然法明确规定“必须履行

信约”，违反这一规定即是不义[34]；但在自然状态下，在出现某

种人为的强制性力量消除人的“理性猜疑”或者说“正当恐惧”之

前，其实根本不存在“正义”与“不正义”之分。[35]第三条自然

法作为联系根本自然法与各类具体的社会性自然法的枢纽，在自然

状态下并没有发挥效力，仍然停留在理性的蓝图上。在霍布斯这

里，是人为建立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法，才真正终止了自然状态。

（三）自由与义务要进一步理解从自然权利出发建立自然法的

困难，有必要考察霍布斯对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之间关系的明确论

述。霍布斯对这两个概念的处理表明，之所以仅凭自然法无力走出

自然状态的法权困境，实际上与从苏亚雷斯到格老秀斯的自然法重

建给现代自然法学派遗留的根本问题有关[36]：

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the right of nature,jus

naturale）

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

自己的自然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

由就是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只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定是最

适合自我保存的手段。

自然法（law of nature,lex naturalis）是理性发现的规定或

一般规则，借助这一规定或一般规则，一个人被禁止去做损毁自己

生命，或剥夺保持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忽略自己认

为或许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虽然谈论这一问题的人经常将权

利（jus,right）和法律（lex,law）混为一谈，但却应当加以区

别。因为权利在于做或者不做的自由，而法律则决定或禁止人们做

或不做。所以法律和权利的区别就像义务（obligation）与自由的

区别一样，在同一事情上二者是不一致的。[37]霍布斯的定义明确



地区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自然权利被定义为是一种“自由”，而

自然法则是某种禁止性的规定或规则，尽管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和自

然法都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但前者是使用自己力量自我保存的自

由，而后者则是禁止做有损自我保存的事情的禁令。对于霍布斯来

说，严格区分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关键在于，前者是人可以依据自

身意愿来选择的自由，而后者则是限制或约束这一自由的义务。

从自由与义务对立，或者说自由与对自由的限制入手区分“权

利”与“法”，是霍布斯一贯的主张。[38]在批评普通法的捍卫者

柯克大法官的学说时，霍布斯就指责后者未能区分“法律”与“权

利”：

法律约束我去做或禁止做某件事，因此它对我施加了一种义

务；而我的权利则是法律留给我的自由，我可以去做任何法律不禁

止我做的事情，或不去做任何法律不命令我去做的事情。[39]如果

说法律的本性就是对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是自然自由的减缩和限

制，由此建立和平[40]，那么，自然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人的自

由施加了限制，从而构成了约束人自由的义务呢？对这一问题的准

确回答必须从霍布斯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开始说起。

从《法的原理》未发表的手稿到他第一次公开表达政治哲学立

场的《论公民》，霍布斯思想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自由概念的重

新界定。[41]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无论在《法的原理》，还是在

《论公民》中，霍布斯都将自然状态建构为法权状态，揭示了自由

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威慑下面临的根本矛盾。自

然状态的法权论证的出发点，就是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每个人

可以凭借他所具有的所有权力来保存他自己的生命和肢体”，这是

他“使用自己的自然权力和能力”的“权利”（RIGHTor jus），

也是“无可指摘的自由”（blameless liberty）。自然状态被严

格描述为一种“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的状态，而且正

是这一自由最终导致了普遍的战争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

或自由，是自相矛盾的生活状态。[42]但在《法的原理》中，构成

自然权利概念核心的“自由”究竟意味

着什么，霍布斯仍然有些犹疑，他似乎在自由的两个传统形象

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认为自由不过是指人的理性“计算”仍处于

权衡状态，尚未达到意志的决断，这样，自然状态的自然自由实际

上意味着自然状态指向未来的权衡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也因此具有

根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43]；但另一方面，霍布斯又认为，自

然状态下赋予人的自由，就是“按照自身意志和权力来统治自

身”（governing himself by his own will and power），在这

个意义上，自然自由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状态下的私人判断

权。[44]但强调意志自治的“自主”自由与强调未来不确定性

的“权衡”自由，在霍布斯的道德心理学中，却刚好是两个不相容

的概念：一件事只要还在我们的权衡之中，它就仍在我的权力之

内，我就拥有去做还是不做的自由；而意志却是权衡最后达到的状

态，无论是最后的欲望，还是恐惧，这时“我们自身的自由已经被

消除了”。[45]《论公民》对自然状态中的自由的分析，并未改变

《法的原理》中从自由角度来理解自然权利这一现代主体权利的标

准做法，但霍布斯却明确在这本书中抛弃了自由概念的意志心理学



定义[46]：

就我所知，没有哪位著作家讲清楚自由和奴役是什么。自由通

常被看成是可以按自己意愿选择不受惩罚地做任何事情。不能这样

做就被看成是奴役。但在一个国家中，或者说与人类和平的共同生

活中，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主权和强迫的权利，国家就不可

能存在。自由（按定义来说）不过是缺乏对运动的阻碍。就像水在

容器里是不自由的，因为容器是它流动的阻碍，而打破了这个容

器，

它就自由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自由，因为他或多或少有可

以在其中活动的空间。甚至一个被关在大监狱中的人也比被囚禁在

小牢房中的人的自由要多点。一个人也许在一个方向上是自由的，

而在另一个方向则不然，就像旅行者被栅栏和围墙阻止去践踏路边

的葡萄园和作物一样。这种阻碍是外在的和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所有奴隶和臣民都是自由的，他们并没有被戴上镣铐或投入监

牢。

其他阻碍则是意愿选择性的，它们并不是绝对地阻碍运动，而

只是出于偶然，即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阻碍运动。就像不会有人阻

止船上的人自己跳进海中，如果他自己想这么做的话。也就是说，

一个人能够进行运动的方式越多，他所有的自由就越多。而这就是

公民的自由之所在。[47]在《论公民》中，“可以按自己意愿选择

不受惩罚地做任何事情”（omnianostro arbitratu face,atque

id impune）这一自主性概念，虽然仍是自然状态下自然权利的主

要内容，但在对自由的定义中，却被霍布斯贬为“大众看

法”（vulgo），批评其未能澄清自由的概念。霍布斯相应提出的

自由的机械论新定义简单明了：自由就是“缺乏对运动的阻

碍”（absentiaimpedimentorum motus）。这样，不仅臣民是自由

的，奴隶是自由的，甚至水和石头，只要没有障碍，同样也可以说

是自由的。

霍布斯这里对自由的重新界定，主要是为了说明在他建立的国

家之中臣民是否仍然拥有自由。他新提出的“公民自

由”（libertas civilis）的概念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但从物

体运动及其障碍的角度来考虑自由，该如何理解限制自由的“义

务”呢？霍布斯在这里将自由面临的障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绝对

的外在障碍（externa et absoluta），一种是意愿选择性的障碍

（arbitraria），后者“并不是绝对地阻碍运动，而只是出于偶

然，即出于

我们自己的选择阻碍运动”。采用“偶然”这一亚里士多德哲

学传统的概念，霍布斯似乎是为了强调，出于我们选择的阻碍与自

由的概念并没有内在的“自然”关联[48]，因此，传统的意志心理

学从意志选择的角度来分析人的自由，完全是错置了自由概念的分

析领域。然而，霍布斯对自然自由与政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的比

较，却仍然主要是从意愿选择的角度来进行的：

首先让我们从总的方面来比较一下国家的利弊，以防有人会认

为每个人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比一起组成一个国家更好。在政治

状态之外，每个人的确有最完整的自由，但这自由对他没有任何用



处。其原因是，因为自己具有自由，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去

做一切事情，也因为别人有自由，他在一切事情上都遭受别人意愿

的选择。一旦组成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既保持了足以让他过得安

宁、过得好所需的自由，又剥夺了别人的某些自由，使他足以摆脱

对别人的恐惧。[49]在霍布斯对自由和法律的对立理解中，自然自

由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所谓“完整”的自由，现在的关键问题

是，什么可以构成对自然状态下这一“最完整”，但却“没有任何

用处”的自由的限制呢？无论是自然法、神法，还是国家法，这些

法律对自然自由的限制，究竟是绝对的外在限制，还是意愿选择性

的偶然限制呢？从霍布斯对公民自由的论述来看，国家法

律的惩罚显然是一种针对意愿选择的偶然限制：受到惩罚的威

胁，意味着人们被阻止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omnia quae

vult），但无论是公民或臣民，还是孩子和奴隶，“没有人会因为

面临国家或父亲或主人要惩罚他的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有多严重）

的阻碍，而不去尽其所能、竭尽全力去做一切（omnia facere,et

ad onmia se convertere possit）对保护他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

的事情。”[50]惩罚的威胁并不能绝对地“阻碍”或者“防止”一

个人的活动，他仍然可以“做一切事情”：

惩罚的目的并不是强迫人的意志，而是要塑造它，使它成为规

定惩罚的人所想要达到的样子。而权衡不过是衡量我们要做的事情

（它就像悬挂在一架天平上）的利弊，在天平上较重的考虑必然按

照它自身的倾向而产生作用。如果立法者加在某种罪行上的惩罚太

轻了，无法使恐惧的分量压过贪欲的分量，那么，立法者即主权者

就要为贪欲压过对这种惩罚的恐惧而负责，因为贪欲压过恐惧可说

是这桩犯罪的起因。[51]因此，惩罚的威胁只是构成了一个人权衡

未来的砝码，一旦比起个人的生命或其他收益更大的砝码，它就不

再发挥作用，无法构成障碍。但在政治社会中，通常惩罚仍然足

以“塑造”人的意志，“使它成为规定惩罚的人所想要达到的样

子”。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可以决定意志的惩罚权力，政治社会

才使人们退出自然状态，与此相比，自然法的义务则相当不同，似

乎并不能从利弊权衡的过程决定性地走向意志的塑造。因此，单纯

从对自由的障碍或限制，并不能解释二者的差别。霍布斯其实对道

德义务意义上的“应当”与惩罚的威慑导致的阻碍或限制之间的不

同，有相当

清楚的认识：

有些人认为，负有义务（obligari）和被迫信守义务

（obligatumteneri）是一回事，两者的差别不过是字面上而非实

质上的。因此这里我要澄清二者的区别。一个人被一个信约的义务

所约束（pactoobligari），这就是说，他因为做了承诺而应该

（debere）履约。但若是法律迫使他去信守义务，那就是说，他是

因为害怕法律所设立的惩罚而被迫履约的（cogi）。[52]义务是一

种道德意义上的“应当”，来自于信约，而惩罚的威慑则束缚或者

强迫人去履行义务这一“应当”。义务的约束与迫使人信守义务的

外在力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苏亚雷斯的综合是强调理性的

自然法规定之外，还需要来自上位者意志的义务约束力的话，霍布

斯则从自身的人性心理学出发断定，真正能够迫使人信守义务约束



的只能是某种强制性的力量。就这样，霍布斯将苏亚雷斯综合中对

义务约束力的强调，又进一步具体化为权力的概念。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霍布斯将义务转变为一种自然暴力。霍布斯对主奴关系性质

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霍布斯这一经常为人误解的区分。

根据霍布斯的定义，奴仆是从自然状态的战争法权直接产生的

—战争的胜利者或征服者具有对失败者或被征服者的绝对支配权，

后者向前者承诺服从所有的命令，从而得以求生，因此，奴仆就

是“在知道那些命令是什么之前就有义务服从某人命令的人，他完

全不受限制地受缚于这个人的所有命令”（qui mandats

cuiusquam obedire,ante obligatur,quam quidimperaturus sit

sciat,tenetur ad omnia mandata simpliciter et sine

restrictione）。[53]

所以，仍然带着锁链或被囚禁在牢房中的奴隶，与和主人签订

了信约，并获得了主人信任的奴仆相比，仍然处于战争关系，而没

有建立和平的主奴关系。[54]真正的主奴关系必须是基于义务关系

的服从，而不是外在锁链的绝对限制。霍布斯指出，成为奴仆，并

对主人负有义务（obligatio），并不是因为主人饶恕了奴仆的生

命，而是因为主人没有用锁链或囚房的自然锁链“束

缚”（teneat）他，而是用信约产生的信任或义务的“人为锁

链”（或“言语的锁链”）来约束后者。奴隶获得了主人的信任，

因此被保留了自然自由（身体的自由），“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之

间的信约所产生的义务和约束（obligatio et vincula

pactitia）的话，奴仆不仅可以逃跑，甚至还可以杀掉主人”；而

那些仍然“被囚在牢中、工棚或镣铐中的奴隶”，他们的服从则完

全是出于自然锁链的束缚（vinculis ligare），锁链作为标志表

明，“那个束缚他的人已假设了，任何其他义务（obligatio）是

不足以约束他的”，因此，奴隶“根本没有义务，可以打破枷锁或

牢房，杀死或俘获他们的主人，而这样做是正当的”。[55]从霍布

斯的分析可以看出，义务对于自由的限制，不是外在的绝对限制，

而恰恰是用一种保留身体自由的方式施加的限制，这种限制虽

然“将奴仆的自由置于主人的权力之下”，但事实上，奴仆并没有

像被缚的奴隶一样被绝对剥夺了运动的自由，而只是其自由完全受

制于主人的命令。在霍布斯看来，二者之间和平和安全的关系的建

立，是通过义务性而不是绝对或自然地限制一方自由的结果。这种

限制只可能来自一方自愿放弃权利，另一方因此给予的信任。在这

一关系中双方的义务，既限制了自由，又给各方未来行动留有判断

和权衡的空间（deliberation,discretion）。[56]至此我们才初

步厘清了霍布斯相当复杂的自由和义务的概念关系。单

纯的自然力量是对人的自由的物理性限制，这是一种绝对的障

碍。而任何法律关系的建立，都意味着在保留了人的某种物理自由

的同时，用一种义务性的限制或者所谓“人为锁链”替代了“自然

锁链”。根据霍布斯的学说，所有义务关系，都来自自然权利的自

愿放弃，因此，只要通过义务的方式来加以限制，就不仅给受限制

方留有权衡的自由，而且预设了他有某种自由来选择臣服[57]，而

这就意味着他能根据自己的主体性自然权利来进行权衡。只不过，

有些法律，比如政治社会建立后的国家法，可以借助惩罚的力

量，“束缚”或者说“迫使”人们去信守义务，从而有效地规定人



的意志。[58]因此，被有形锁链束缚的奴隶，是一个在战争中被自

然力量打败的人，他完全没有自身的意志；而只受单纯的义务关系

约束的人，也没有办法迫使他信守义务，因为言语的锁链其实是软

弱无力的[59]；只有在政治社会中，惩罚的外在力量，才会使臣民

与主权者的义务性关系，在确保和平和自我保存的前提下，从一根

软弱的链条转变成真正的服从关系[60]，能够

在惩罚力量的威慑下对臣民的意志进行有效的纪律或引

导。[61]而在此之前，因为缺乏迫使人信守义务的力量，正如我们

在分析信约困境时指出的，没人会突破和平还是自我保存的条件性

处境，将自然权利转变为自然法，从而建立真正的义务性关

系。[62]之所以在这方面，征服提供了单方面转变自然权利的例

子，就在于征服者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迫使被征服者服从的不平等权

力。对信守义务的力量与义务关系形成的这一分析表明，在霍布斯

这里，真正的道德关系，只有伴随公共权力的人为制造（即建国信

约的制定），才有可能真正出现。因此，霍布斯并不是否定国家及

政治关系的规范性质，只不过，他断定，在没有建立共同权力的前

提下，这种规范性质根本就不存在。换句话说，构成人为国家规范

性的各种义务，不可能在国家建立前预先准备，而只可能与国家的

共同权力一起诞生。国家不是奠立在先在的道德基础上，国家奠立

她自己的道德基础。

从概念上看，自然法规定对人施加的义务限制，既不同于自然

锁链的物理束缚，也不同于惩罚威慑迫使人履行义务的效力。前者

的区分意味着自然法的义务是施加在人的权衡上的某种制约；而霍

布斯对后者的强调，实际上暗示了自然法对权衡本身的影响缺乏直

接决定意志的力量。因此，这两个区分在哲学原则上是统一的，即

自然法的道德义务，只能对人的意

志活动施加“偶然”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会对人

的自由施加一种限制，但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人的“权衡”中，而

且，这一限制更多影响的是衡量利弊的“砝码”，而不是天平的材

质和构架。人在权衡时的出发点和基本逻辑仍然是我们在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学说中看到的根源于人性的主体性自然权利。霍布斯在建

立自然法根本规定时设立的条件性条款，实际上为自然法奠立了一

个取决于自然权利的权衡逻辑的基础。而自然法的理性规定则被理

解为是可能改变这一权衡过程中利弊倾向的新砝码。因此，霍布斯

的“义务”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然法规定虽然具有教导社

会性的道德性质，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规则有很大差别。

霍布斯试图从主体性自然权利的“权衡”推演出自然法的思

路，使整个自然法的义务始终受到自然状态下假言性条件的限制，

不可能转变为无条件的道德义务。[63]事实上，许多学者之所以认

为霍布斯的道德哲学是功利主义、自私性质的，甚至怀疑霍布斯根

本就没有道德学说，而完全是一种博弈论式的算计，在很大程度上

是霍布斯从主体性自然权利出发建立自然法的思路给人带来的错

觉。

不过，至少在霍布斯自己的自然法学说中，他始终强调，自然



权利的自由与自然法的义务限制是不同的，而正是因为这一不同，

确定了后者作为道德法的基本性质。[64]但自然法的道德性，又在

原则上受制于作为其基[65]Contra.A.E.Taylor,“The Ethical

Doctrine of Hobbes”,Philosophy,Vol.XIII(1938),pp.406-

24;comp.Watkins,Hobbes’s System of Ideas,pp.82-99.虽然我

们同样反对所谓“Taylor-Warrender命题”，但与Watkins的用法

不同，我们这里强调的霍布斯自然法的“条件性”，不能等同于康

德所谓的“假言”性质。事实上，我们甚至不能像Watkins那样用

所谓“实然性假言命令”来描述霍布斯的自然法规定，因为严格来

说，任何假言命令仍然是对意志产生必然作用的“命令”（für

einen Willen notigend est），是所谓“实践善”以“应当”的

形式对意志的客观规定（eine Nötigung），与仅仅通过感情对意

志产生的纯粹主观的影响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

础》，IV.413-5）。而霍布斯明确将全部自然法规定视为“建

议”，而非“命令”。事实上，在霍布斯看来，这只是理性发现的

通向和平的“便利条款”，也就是说，就其基础—即根本自然法—

而言，始终无法摆脱私人判断权对其是否“合宜”（Angenehm）的

主观决定。

础的自然权利的“权衡”逻辑，在没有共同权力限制私人判断

权，并构成对个人权力的决定性优势之前，无法转变成约束力的义

务。因此，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的约束性质就受到了严重的限

制，这一点就突出地体现在霍布斯对自然法在“内心法庭”和“外

在法庭”中不同的义务约束的著名区分中。

自然法在内心的法庭中（in foro interno）是有义务约束的，

也就是说，自然法会约束一种欲望，自然法应当起作用；但在外在

的法庭上（in foro externo），也就是对于人将自然法付诸行

动，却并不总具有约束力。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适度、温顺，会履行

所有的承诺，哪怕此时此地其他人都不这么做，但这样他就成了他

人的战利品，导致自身的毁灭，这与所有倾向于自然保存的自然法

的根基是相悖的。不过，当一个人有充分的保证，其他人会对他遵

守这些自然法，而自己却不遵守这些法律，他所寻求的就不是和

平，而是战争，而结果就是用暴力毁灭了自己的自然本性。[66]在

霍布斯看来，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只是在人的良知这一“内心的法

庭”中起作用。但自然法义务的这一作用方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霍布斯的“晦涩”表述似乎容易引起误解。[67]“在内心的法庭

中”，自然法具有义务约束，意味着在人心中产生了一种“自然法

应当起作用”的欲望。也就是说，“要求努力和平，并准备遵守自

然法的欲望和持久的意图”（the desireand constant intention

to endeavour and be ready to observe them）。[68]这样的

人，就是霍布斯“适度、温顺”（modest and tractable）的人，

也就是经过

自然法纪律的教化，适合社会或顺应他人的人。然而,根据霍布

斯的自然状态理论，“面对追求当前舒适的不守规矩的欲

望”（prae iniquo praesentiscommodi），绝大多数人，即使知

道自然法，也不愿意遵守它（minimeapti）。因为在不是所有人

都“适度”的情况下，在行为中遵守自然法的人就会成为那些不遵

守自然法的人的战利品。[69]因此，霍布斯对自然法的“内心法



庭”与“外在法庭”的区分，实际上仍然不过是在重申自然法义务

的条件性特征，即自然法的义务虽然构成了权衡中一种“努力和

平”或者“准备服从自然法”的心智倾向，但却并不能充分限制权

衡的自由，压倒相反的人性力量，完成对意志的决定。[70]实际

上，“要求努力和平，并准备遵守自然法的欲望和持久的意图”这

一自然法的良知要求，同样伴以条件性的说明，即“除非在他人在

对待我们的时候拒绝服从自然法会导致相反的倾向”（unless

there be cause to thecontrary in other men’s refusal to

observe them towards us）。[71]因此，自然法建立的“义

务”，归根结底就是作为理性一般规则第一部分的“努力和平”，

而这一规定在自然状态下从未完全摆脱第二部分中保留的自然权利

的条件性条款，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追求和平的无条件的道德义

务。正是因为自然法始终只是条件性的理性假设，所以，它在内心

法庭中只不过是一种“自然法应当起作用”的欲望，和恐惧或其他

激情一样，在理性的权衡中争夺对意志的最终决定。[72]《论公

民》中在论述国家建立的时候对

自然法学说的重述准确地指明了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条件性意

涵：

下面这一点是自明的：人的行动出于他们的意志，而他们的意

志出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因此，当遵守法律比不遵守法律似乎给

他们自己带来更大好处或更小坏处时，他们才会愿意去遵守。因

此，每个人对自身安全和自我保存的希望都在于公开或密谋用他的

力量和技艺去胜过他的同伴一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自然法

为人所知时，并不能保障它们立即就会被遵从。因此，任何一个

人，只要还没有得到免于被攻击的安全保障，他原初的权利就会继

续存在，无论他愿意和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这种权利

也即对所有东西的权利，或战争的权利。一个人只要在和平可求的

时候在心里准备接受和平，那就足以履行了自然法的要求。[73]自

然法的“公示”只是向人指示了他在权衡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理性可

能，但每个人仍然是在依据“他原初的权利”来决定选择何种行

为，自然法，并不能终止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人

仍生活在战争的丛林中。

或许为了更好地协调自然法义务限制自由的这种特殊方式与自

由概念之间的关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进一步修订了他对自由

的定义。

在《论公民》出版之后，霍布斯与德比主教布兰霍尔针对自由

问题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促使霍布斯进一步澄清了自

己对于自由问题的立场。布兰霍尔认为，人的自由行动并不完全由

外在的先行原因所规定。人具有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人拥有不受外

在必然性作用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这种自由使人的道德行为与自

然运动区分开。在布兰霍尔看来，霍布斯对人的自由的机械论定义

等于说“有理性的人与一个网球没什么两样，被各种继发因

（secondary causes）的球拍打来打去，完全被动，仿佛没有任何

推动自己的能力”。[74]霍布斯在回应中坚持对自由问题的机械论

理解，即人的所有行动都是由原因必然决定的，人的道德判断不过

是必然性因果链条的最后一环，在这方面，人的自由确实与水或石



头的“自由”没任何两样，唯一妨碍其自由的就是“外在的障

碍”：

我认为自由的正确定义应该是这样的：自由就是行动者在行动

时，除在自身本性或内在性质中，没有任何障碍。例如，我们说水

是自由向下流，或拥有借助河道向下流的自由，因为流动中没有障

碍，但没有越出河道的自由，因为河岸构成了障碍。而且，虽然水

不能向上流，但人们不会说它缺乏向上的自由，而只是缺乏能力或

力量，因为这一障碍位于水的本性之中，是内在的障碍。同样我们

说，一个被绑住的人，缺乏走的自由，因为障碍不在他自己之中，

而是在他手上；而我们就不会说一个病人或一个瘸腿的人没有走的

自由，因为障碍在他自己之中。[75]在讨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区

分时，《利维坦》采纳的正是这一定义自由

的“正确方式”。[76]根据这一自由定义，对于任何行动来

说，在“自身本性或内在本质”中的任何障碍，不是缺乏自由，而

是“缺乏能力或力量”。

这样，构成现代主体性自然权利概念的自由与能力这两个主要

意涵就被霍布斯严格区分开了。对能力本身的限制作为“内在的障

碍”，并没有限制自由，不再被视为对自由的真正障碍。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新的自由定义中，恐惧对人的意

愿选择施加的影响不再被视为是对自由的障碍。恐惧和其他激情一

样，都是引发“意愿性运动”（voluntary motion）的“内在开

端”（internal beginning），因此，恐惧也是一种“努

力”（endeavor），是影响人权衡的因素。[77]而所有激情引发的

行动，根据霍布斯的定义，最终都算是出于人的意志，作为意愿性

的行动，也都是自由的。[78]因此，恐惧不再是自由的障碍，哪怕

是偶然意义上的障碍：

恐惧与自由是相容的，正如一个人因为害怕船只沉没而将货物

抛到海中时，他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不这样

做。因此，这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行动。同样，人们有时仅仅是因为

害怕入狱而还债（因为没有人妨碍他不还债），这是一个自由人的

行动。一般说来，人们在国家之内由于恐惧法律而做的一切行动都

是行为者有自由不做的行动。[79]这不仅意味着恐惧作为激情引发

的行动是自由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所有那些基于恐惧达

成的信约，同样是自由地放弃了权利，从而具有

义务约束力：

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出于恐惧而订立的信约是具有义务约束

力的。例如，当我和敌人订立信约，向他支付赎金或劳务以换取生

命时，我就受到这一信约的约束。因为这是一个契约，其中一方得

到的好处是生命，而另一方是为此支付的赎金或劳务。因此，没有

其他法律（比如在纯粹自然状态中）禁止履行信约时，信约就是有

效的。因此，如果战俘受人信赖，支付赎金，就有义务偿付。如果

一个弱国的君主由于恐惧与强国的君主签订了对自己不利的和约，

他就受到约束要遵守和约，除非像前面所说的，又出现了引发恐惧

的新的正当理由而重新开战。甚至在国家中，如果我受到强制，承



诺付钱，才从强盗那里赎身出来，在国家法没有为我解除这一承诺

之前，我就受约束要偿付。因为我没有义务时可以合法做的事情，

也可以出于恐惧而合法地订立信约去做；而合法订约要做的事情，

违反就不合法了（For whatsoever I may lawfully do

withoutobligation,the same I may lawfully covenant to do

through fear:andwhat I lawfully covenant,I cannot lawfully

break）。[80]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中，不管另一方是

否采取非法手段，订立信约放弃自然权利，始终都被霍布斯看作是

一种建立义务约束力的“合法”途径，原因就在于无论出于何种激

情，意志最终决定的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由行动。但一个人一

旦与他人订立了信约，人的这一自由就被主动自愿地置于某种义务

的约束之下，这被看作是自然权利转化为自然法的决定性环节。现

在，因为霍布斯不再将意愿选择方面施加的义务性限制看作是障

碍，所以，在自然法的规定下所做的决定，仍然和纯粹自然状态

下的所有决定一样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只有在国家建立后才最

终丧失。[81]但霍布斯的这一修正，却不免让人产生了更多疑虑—

新的自由定义是否破坏了自由与义务的排他性关系，抵触了“自由

终止之处，就是义务产生之处”的原则，并最终危及了自然权利与

自然法的根本区别呢？[82]而且更为实质的问题是，建立政治社会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恐惧的威慑，与自然状态下的征服或政治

社会中强盗的胁迫，在法权上是否并没有真正的区别。无论如何回

答这一关键性的问题[83]，我们都可以看出，霍布斯对自由概念的

修订，实际上是将他在自然状态学说中发展的自然权利逻辑，更彻

底地纳入自由概念之中。自然权利的逻辑不仅支配自然状态下的自

然人性，而且还进一步通过自然法义务约束的构成方式支配了整个

自然法的建立，甚至最终延伸到了政治社会中人的自由权

衡。[84]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依据自然法的理性和平路径，通过信

约建立契约国家，作为自然权利核心要素的私人判断权，甚

至，“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都仍然以某

种变形的方式发挥作用，最终转化为革命政治中潜藏不去的阴

影。

（四）自然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在霍布斯政治哲学中，

自然法相对于自然权利的条件性依赖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霍布

斯对自然法的规定与他对法的定义之间的潜在矛盾。[85]在霍布斯

的笔下，自然法首先是正当理性的规定、规则：“自然法是正当理

性的指令，它为了尽其可能持久地保存生命及其肢体，规定了什么

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86]；作为理性的规定，自然法被

视为是永恒、不可变更的，“它们所禁止的绝不可能成为合法的；

它们所规定的绝不可能成为非法的。”[87]但根据霍布斯对法的明

确定义，法并不是建议,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命令。[88]法作为

命令，意味着法是命令者意志的宣示，这一宣示对受法律管辖的人

的意志产生了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作为宣示意志的命令，是

命令者的意志对服从者意志的直接作用，而不仅像建议，是条件性

的权衡。用霍布斯的话说，“建议给的是它所建议的行动的理

性”（“因为这样做好，所以应当做”），而“一旦建议本身成了

行动的理由，建议就不再是建议，而成了法律”（“因为我有权强

迫你这样做，所以应当做”，或“因为我说做，所以应当



做”）。[89]而且，在霍布斯看来，法律之所以会对一群人的意志

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在发布法律之前，就已经先行建立了这群

人对于发布法律的立法者的服从义务[90]，但在世俗国家建立

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主权者。因此，根据法的严格定义，自然法

并不是真正的“法”，而只不过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和服从的品

质”[91]：

这些理性的规定人们一向称之为法，但这是不严格的，因为它

们不过是有关哪些事物有助于人们的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结论或

定理罢了。严格来说，所谓法律是有权对他人发布命令的人所说的

话。不过如果我们把同一些定理视为是由有权命令一切的上帝之言

所发布的，那么它们也可以称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法。[92]从霍布斯

的讨论看，将自然法的理性规定称为“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用

法（improperly），但如果能把这些理性的定义看作是上帝的命令

的话，那么就能将自然法转化为真正的“法”。

但从霍布斯对神法的具体讨论看，他并没有试图利用上帝对人

的直接统治来消除自然法的条件性，直接建立自然法义务对人的意

志的决定。[93]相反，他始终清楚地区分自然法与上帝凭借自然权

利直接统治人的神圣实定法。[94]霍布斯有关自然法作为神法的讨

论，重点并不在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的问题，而是主张自然法在内

容上与神法或耶稣基督的教诲没有任何

冲突。[95]也就是说，霍布斯不过是在强调，寻求和平的根本

自然法规定，“也是神法的总则”。[9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这仍然不过是从正当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自然法作为神法：“自然法

是上帝通过他内在于所有人的永恒之言，也即自然理性，而启示给

人们的法。”[97]事实上，即使是圣经《旧约》中的法律，如果仅

仅视为自然法，也只具有和其他理性规定一样的权威，并不能像上

帝的制定法一样直接构成对人的义务约束。[98]而一旦将自然法等

同于上帝基于命令和服从的特殊关系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法就不

再是上帝通过自然理性发布的法律，而是通过专门启示的方式向特

定人群宣示的神圣实定法了，它就必须与其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一

样基于上帝与服从者之间先在的契约关系。[99]自然理性只能发现

上帝作为万物的第一因，或自然的创造者，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上帝

同样是人事的立法者和统治者。[100]试图从神法角度消除自然法

的条件性，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并没有恰当地理解霍布斯将

自然法等同于神法的主张的真正意涵，也没有坚持自然法与神圣实

定法的重要区分。[101]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不仅在事实上没

有诉诸神法来为他的自然法奠定基础，而且从他对政教关系的分析

看，将自然法认定为上帝的命令，在原则上反而是以主权者的命令

为前提的。[102]自然法的条件性，使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这一点也可以说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与自然法有关的两个主张。在

探讨实定法与自然法的关

系时，霍布斯并没有将二者看作日后德国实践哲学的“应

用”关系（自然法也不是相对于实定法而言的高位法），而是看作

在同等范围内相互包含的关系。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缺乏惩罚的有

效威慑，难以消除自然法的条件性，从而自愿放弃权利建立真正的

义务。而国家人为公共权力的建立，主权者的出现，恰恰改变了这



一状况，使自然法摆脱了条件性的限制，建立真正的义务约束

力：“一旦国家建立了，自然法就实际上作为国家的命令，也就是

国家法，从而成为了法，而不是之前，因为是主权权利约束人们去

服从这些法律。”[103]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并不

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建立的，相反，倒是自然法在国家或政治社会的

状态下凭借主权才真正成为具有义务约束力的法律。[104]只有当

其成为国家或主权者的命令时，才能作为真正的法发挥作

用。[105]因此，除非直接亵渎上帝，“国家法不可能与自然法抵

触”。自然法并非评判主权者制定法律是否正义的外在道德标

准。[106]上述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霍布斯的另一个观点，即

从自然法角度对主权者施加的限制。霍布斯反复强调主权者虽然具

有绝对权利，但其行为却受到自然法的限制。[107]这一限制不可

能在国家解体时存在。事实上，不仅对主权者行为的限制来自自然

法，同样，禁止臣民叛乱，要求臣民对

主权者权利进行服从的义务也来自自然法。[108]在霍布斯看

来，这只不过证明，在政治社会的状况下，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不

再仅仅是权衡性的，只在良知的内在法庭中起作用，而同样也能在

外在的法庭中起作用，因为在业已建立共同权力后，无论主权者，

还是臣民，都没有理由再怀疑他们履行自然法的安全保障问题。

正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在义务约束力上不具有严格意

义的法的命令或强制特征，不构成对意志的直接决定，霍布斯才经

常将自然法、“道德法”与“道德德性”混为一谈。[109]从霍布

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出发，这意味着，尽管在自然状态下出于私人的

判断尺度，不同人对于善恶的看法注定难以达成一致，但至少他们

在理性上都应该承认和平这一公共善。霍布斯将自然法视为是教导

这一公共善的习俗或习惯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也等同

于“适度、公正、守信、善良和怜悯”等社会性德性。[110]然而

即使就自然法作为社会性德性的要求而言，自然法也不能完全摆脱

自然权利的条件性限制：

德性的总则就是与那些愿意社会交往的人保持社会交往，而对

那些不愿社会交往的人让他们畏服。而自然法的总则也是如此；作

为社会性的，自然法通过和平和社会起作用；而让人畏服，就是在

战争中的自然法，在这种情形中，让人害怕就是人靠自己权力获得

的保护。正如前者在于衡平与正义的行动，而后者则在于荣誉的行

动。而衡平、正义和荣誉就涵盖了所有德性。[111]虽然霍布斯

很少将战争中仍然发声的规则称为自然法[112]，但这一不太常见

的用法，主张的观点却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自然法的条件性。考虑到

在《法的原理》中，德性的涵义有时与“力量”相当近似[113]，

霍布斯笔下人固有的力量意义上的“德性”与按理性自然法规定的

方式保存自我的“德性”，就不过是同一种自然权利在不同条件或

不同状态下的运用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被理解为准备和平

的道德品质或者性情倾向，不过凸显了自然法无力束缚或约束，更

不用说决定人的意志及其行动的条件性特征。[114]

19普芬多夫：自然法作为道德科学

在霍布斯看来，整个道德科学的关键就是自然法学说。自然权



利与自然法的知识对于人类的和平生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因为是自然法建立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善恶的理性标准，指明了

走出自然状态的理性路径，为建立国家权力、规定主权者的职责和

臣民的义务提出了理性的支持。因此，自然法的科学是唯一真正的

道德哲学。[115]但在他之前的自然法

学说，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缺乏真正的基础。正确的方法应该

从激情不会彻底排斥的理性基础开始，也就是说，从主体性的自然

权利出发，才能建立真正可靠的自然法学说。[116]然而，霍布斯

将自然法奠基在主体性自然权利的做法意味着，在自然法的道德科

学中，自然法的全部理性规定始终取决于自然权利主体的自由权

衡。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描述的自然法权困境，并不会因为理性

指明了社会性的基本条件，就从人性中立即消失，“正当恐

惧”与“正当理性”发现的和平生活规则一同起作用，在人最终决

定如何行动前左右着人的权衡。霍布斯的自然法，就其只能在人的

权衡中“偶然地”限制人的自然权利而言，始终无法消除理性一般

规定中的条件性条款，成为无条件性的道德规定。

普芬多夫的自然法科学，就其基本宗旨而言，正是为了解决霍

布斯自然法学说面临的这一困难。我们已经看到，在对自然状态的

理解上，普芬多夫基本接受了霍布斯的人性图景，并将格老秀斯对

自爱与社会性之间关系的理解融入其中，通过自然状态概念的系统

分疏和重构，将自然状态学说整合为其道德科学的基本出发点。而

普芬多夫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在自然状态的系统框架上重建一

座更为坚实的自然法大厦。

从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学说体系看，这一工作至少包含了三个重

要的步骤：摆脱自然秩序对道德世界的限制，建立去自然化的道德

科学；从自爱

与社会性的关系出发确定自然法的根本原则；将自然法义务奠

基在上帝对我们的主权关系上。普芬多夫对自然法学说的这些修

正，为十八世纪以后道德哲学、法哲学，乃至德国所谓“精神科

学”（Geistswissenschaften）的重要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

准备。[117]（一）去自然化的道德科学：自然状态的道德化霍布

斯之所以自诩能将此前完全建立在虚无缥缈中的道德哲学转变为一

门真正的科学，理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通过自然状态学说，以解

体—重构的方法将古典政治思想的政治共同体拆解为彼此独立的自

由个体；另一个则是在自由个体的主体性自然权利的基础上逐级建

立理性的自然法。

如果一门科学是否是证明性的，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其

对象的构成原因，那么只有当我们能够制作该科学要研究的对象

时，我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证明性知识。[118]在这个意义上，政

治科学类似几何学一样是证明性的科学。[119]但从霍布斯实质建

立的哲学体系看，自然状态学说，并不像几何学一样能彻底还原到

抽象构造的几何对象，从而完全摆脱对人性的“经验性”理解。事

实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法权构建，其内核仍然是人性在自然状

态下的根本冲突。而这一人性冲突似乎根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

者说是人从自然物体的机械论基础出发经想象和语言，以及进



一步借助理性和复杂激情建构的人性图景。从这一路径看，作为政

治哲学建构出发点的自然状态，势必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来自自然哲

学等各种非证明性科学的知识。而霍布斯将自然哲学的机械论概念

应用到人的意愿性行动之中，试图用来阐述道德活动的性质，特别

是自由和义务的关系，也引发了更多难以克服的困难。[120]总的

来说，通过自然状态解体实现的所谓“先天”证明方法[121]，与

自然状态内涵中基于人性的经验性构成，本身就存在不小的紧

张[122]，而试图将描述机械运动的自然概念延伸到活力运动，甚

至运用到想象和语言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意愿运动，则进一步加剧了

霍布斯道德科学的困难。

因此，霍布斯著作中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虽然增加了其学说的

说服力，但却与其倡导所谓严格的道德科学或政治哲学的主张不无

龃龉之处。[123]普芬多夫看到了霍布斯自然法哲学中自然人性对

于建立道德科学在形式和实质上的障碍，尝试探索一条不同的路

径，将自然法转变为一门确定性的道德科学。

普芬多夫指出，许多学者认定道德科学缺乏数学的确定性，因

为在道德科学中，不像在数学中一样，有证明的位置。亚里士多德

有关道德科学缺乏几何学精确性的著名论断，无疑对这一看法的盛

行产生了很大影

响。[124]但这一看法实际上将通过法律秩序建立人类生活正当

性的道德科学与管理个人和他人行动的实践智慧（prudentia）混

为一谈了。在普芬多夫看来，自然法科学针对的是前者，是要在确

定的基础上确定人类行动何为正直、何为卑劣的证明性科

学。[125]道德现象具有的一些重要特点，通常被用来否定道德科

学的确定性，比如道德事物广泛存在的多样性、不确定性，或者环

境的复杂多变，乃至人的行为并非出于必然，而是自由的选择，所

以才被称为是道德。但这些方面在普芬多夫看来，都并不影响道德

科学成为确定性的证明科学，倒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自然法科

学确定性的来源。[126]普芬多夫论证道德科学确定性的关键是有

关自然状态的实质主张，这就是，“无法无天的生活是不合人性

的”（hominis naturae non congruere utvivat exlex），因

此，自然状态一定是受自然法支配的状态。而支配自然状态的自然

法正是道德科学确定性的基础。

普芬多夫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根据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做或

不做的内在能力”。[127]无生命的事物或缺乏感觉能力的生物就

不具有这种自由，而野兽，虽不如人，也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这一自

由，只不过“野兽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内在或道德的约

束”。[128]我们在前面讨论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批

评时已经提到，普芬多夫认为，造物主并没有给予人类一种“无法

无天的放任”（licentia exlex），让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

何法权、规则和必然性的限制而听任狂野不安的冲动的带动而做任

何事情”（ut omniapro nudo lubitu,aut ex vago quoda impeu

ageret,nulli juri,regulae,aut

necessitatiobnoxius）。[129]普芬多夫提了四条理由，用来解释

为什么造物主将人置于一种受法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中。



第一条理由是人超出动物的“尊贵或卓越”，这要求人的行为

遵循某种规范，没有这些规范，人类就不可能知道“秩序、优雅和

美”。普芬多夫强调，野兽并不具备一种能够理解法权的心智，所

以，尽管动物可以发生肉体的交合，也不无同一族类的善意，甚至

产生婚姻的萌芽，但却无法发展忠贞的关系，而更多是欲望的满

足；野兽虽然对后代有强烈的爱护之情，但一旦后代独立之后，彼

此就很少再相互往来，更不用说情感的维继了；肉食动物会毫无顾

忌地吞噬合乎它们口味的东西，不少因此而相互毁灭；野兽也从不

知道所有权的法律，一旦迫于饥饿，就常常为了它们中间的东西而

残酷争斗。总之，在野兽之间，“没有评判，没有荣誉，没有命

令，没有规定，不存在任何可以不归于力量优势的东西。”在普芬

多夫看来，如果仅仅为了保存身体而服务，人的灵魂根本就无须具

备这么精微的能力，这些能力更多与“敬拜神，以及社会和政治生

活”（cultum Numinis,vitamque socialem ac civilem）有关。

人的灵魂因此具备了从已知到未知，判断何者适合，从个别事物中

进行抽象，形成普遍观念，使用符号，理解数字、记忆和推理等一

系列能力，而这些能力在“没有法律、野蛮的、非社会性的生

活”中根本毫无用处。[130]普芬多夫列举的第二条理由则转而强

调人与野兽相比的败坏（pravitas）。

比起野兽的自然欲望来说，人的欲望杂多，而且也更加难以满

足：

人类充斥着大量野兽所不知的情感和欲望，对奢侈物的占有

欲、野心、荣耀以及超过他人的欲望、嫉妒、羡慕、才智的纷争、

迷信、对未来事物的焦虑、好奇，所有这些都困扰着人，而动物却

对这些一无所知……因此，在如此猛烈、多变的情感的影响下，如

果没有法权的约束，人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你会看到一群狼、

狮子或狗彼此吞噬的混乱场面。事实上，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将是一

头狮子，

一匹狼，一条狗，而且比所有这些野兽都更有害；因为没有什

么动物，在能力和意志上，比人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而既然法律

和惩罚都存在时，人如今相互还导致了这么多恶，一旦人做任何事

情都不受惩罚，他的欲望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那么将会变成什么

样？[131]普芬多夫对人的败坏的描述与对人的尊贵的赞美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人对他人来说，之所以

比“狼”更有害，正是因为人拥有大量野兽所不知的情感和欲望。

在普芬多夫的清单中，包含了许多源自人尊贵的灵魂的能力。人所

拥有的能力，特别是超出动物的认识能力，固然赋予了“教化和法

律”（culturae et legibus）以用武之地，使人能够认识法

律[132]，但似乎也像霍布斯指出的，构成了人与人纷争的根源。

这一点进一步体现在普芬多夫在人性发现的第三个与“无法无天的

放纵”相抵触的地方。

在动物那里，一般同一类型的动物都具有比较相似的性情倾

向，但唯独在人类这里，人与人之间，不仅想法千差万别

（varietas），而且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或做法最漂亮。人在欲望、

观点、习性和风俗上都具有多样性，甚至一个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都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普芬多夫并不简单将人的这一多样性或多



变视为人性的恶，而是指出，这一多样性也会给人带来完全相似的

东西难以产生的优雅秩序，但前提是这一差别和多样性要受到法律

的引导和约束。[133]最后，人类与野兽相比是非常脆弱的

（imbecillitas），人无法像动物那样很快就能获得自我保存的基

本能力。人相对于野兽而言的这一弱点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被他

人抚养，不掌握知识，经过许多训练，孤独一人没有他人的帮助和

社会的交往，他的生活会比任何动物都要凄惨。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永久孤独更悲惨的了。”[134]因此，

普芬多夫认为，“要不想使人成为所有动物中最野蛮、最悲惨的，

让人在没有法律的状况下生活就绝不适当。”因此，普芬多夫认

为，所谓“人的自由”，如果不是抽象地去理解的话，“总是应当

理解为受到来自健全理性和自然法的某种束缚”。[135]人的多样

性与脆弱，虽然不像人的尊贵和败坏那样构成了鲜明的对立，但普

芬多夫对人性的这些描述，都强调了人被造的自然在“生活方

式”上具有的广泛可能性。人的生活具有的这种多样的可能性，之

所以会成为自然状态下的生活需要法律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与人

的自然平等有关。如果说，普芬多夫反对“无法无天的放纵”是对

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中的绝对自由概念的修正的话，他对人自然平

等的论述就是对同一学说中自然平等概念的修正。普芬多夫同意霍

布斯有关人自然平等的基本主张，但他认为，霍布斯有关人在心智

能力方面较之体力有更大平等的论述“似乎并不够清楚”，霍布斯

完全低估了在这方面人存在的真实差距，而且这一差距绝不只是出

于人在彼此比较时高估自己的倾向。在普芬多夫看来，霍布斯混淆

了自然（物理）意义上的平等与法权（道德）意义上的平等

（aequalitas iuris）。虽然前者确实能阻止人贸然侵犯他人，但

后者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平等：

事实上，这里就像在其他情形中一样，自然显示了她的巧妙。

虽然她并不以同样的尺度将身体和心智的善分给所有人，但在

这种多样性中，我们这里关注的这种平等，使其保持了一种正当的

和谐。

因此，就像在一个政制良好的国家中，公民会在名位和财富上

超过别人，但他们都同样拥有自由，同理，无论一个人在心智或身

体的

自然禀赋上多么出众，他出于自然法对待他人的职责（ius

naturalisofficia）丝毫不少，他也会同样期待他人如此对他。他

的禀赋并没有因此给他更多伤害他人的放任

（licentia）。[136]在人因自然禀赋所产生的生活多样性中，法

权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人在自然状态下拥有一种平等意义上的自

由（aequalis libertas），这种自由使更明智的人也无权在未经

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统治后者。这正是人的被造自然使自然状态成为

道德空间的重要原因。[137]从自然平等到法权平等的转变清楚地

展示了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去自然努力与道德化之间的关

系。普芬多夫认为，人因其自然本性具有生活可能性只有在自然法

的束缚下才能通过教化转变成好的生活，“没有法律的自

由”或“无法无天的放纵”则使人的生活沦为“最野蛮、最悲

惨”的状态。这一判断表明，在普芬多夫看来，人超出动物的灵魂



能力，并非自然向善的能力，而是具有相当的中立性。这一点不仅

体现在人的理性能力上，更体现在人的意志上，正是灵魂的这一能

力才使人的自然状态成为一种受法律约束的道德状态，使他的道德

行动具有不同于“放任”的自由：

因为最有智慧的造物主，根据他的意志，想要将人创造为受法

律统治的动物，因此，他在人的灵魂中植入了这样一种内在引导其

行动的意志，这种意志使人在对象被提出和认识之后，能够出于一

种与任何物理必然性无关的内在原则来推动自身，如果对象看起来

对他是最合适的，就接近对象并选择它，而如果对象看起来不

适合，就远离对象，避开它。[138]根据普芬多夫的描述，正是因

为上帝赋予人以意志，才使人成为“受法律统治的动物”。意志，

是一种引导人的行动的内在原则，能够摆脱“任何物理必然性”来

推动人的行动。因此，意志的概念，是理解普芬多夫的道德科学中

道德存在与自然实体这一著名区别的枢纽。人的意志能力，使普芬

多夫阐述的道德科学得以超越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通过自然法的赋

予建立道德义务，从而使普芬多夫的自然状态成为与霍布斯笔下不

同的道德世界。

普芬多夫认为，道德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自然事物，而是所

谓“道德存在”（entia moralia）。[139]这种所谓“道德存

在”不是独立实存的实体，而是被理解为“物理存在”（entia

physica）的某种样态。大体上，普芬多夫参照自然物体的存在方

式，将道德存在划分为“状态”（status,类似空间）、道德人

（personae morales，类似实体）、道德品质（qualitates

morales或attributa moralia，类似样态或属性）和道德量

（quantitates morales，类似数量）。[140]所有这些“道德存

在”都不是“出自事物实体的内在固有原则”（ex principiis

intrinsecis substantiae rerum），而是出于理智存在者的赋予

（impositio）。[141]具体而言，就是造物主赋予人以意志的能

力。意志的作用效力，“不是在事物中凭借自身的内在效能产生任

何物理运动，或者在其他事物中直接产生任何物理变动，而是有时

通过向人显明他们应该用什么方式规范自身的行动自由，有时则使

人特别处于一定的倾向来接受某种

利弊，或使其对他人的某些行动产生特定的效果。”[142]意

志，作为上帝赋予人超出野兽和无生命物的能力，使人能够以某种

不同于物理存在的机械运动方式来行动，从而使人的行为具有善恶

的道德属性。普芬多夫认为，道德科学考察的就是这些性质：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某种属性，是怎样叠加在事物及其自然

运动之上，从而能够引导意志的行为，从中产生了人类行动的某种

合宜性，并为人的生活装点了显著的优雅与秩序。这些属性就被称

为是道德存在，因为人的习俗和行动根据这些属性来评判，而且受

到它们的约束，从而具有了一种与野兽粗野的单纯不同的习性和面

貌。[143]因此，普芬多夫发现的人与野兽的不同，归根结底都是

道德存在的结果。

人的行动，不仅超出无生命物体单纯受机械动力因产生的物理

变动，而且也不仅仅像动物那样仅仅受自然本能的推动。人的行动



具有道德性，是因为人的行动具有“可归责

性”（imputabilitas），这是道德行动的所谓“形式”特征。人

出于意志的行动，可以归责给人的道德身份

（personaemorales），而不仅仅是其物理存在。可归责的道德行

动，必定是在人的“权力或能力”之内，也就是说，人的道德身份

可以作为原因，引发相应的道德效果。在普芬多夫看来，“任何行

动，只有能够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一个人有权做与不做，才能归

责给他。”这被普芬多夫称为是道德科学的首要公理。出于物理必

然性或者纯粹自然原因的效果，无法归因到道

德原因上，因此不是道德科学研究的对象。[144]普芬多夫对道

德行动“可归责性”的强调，确立了主体能力与道德规范（法律）

在道德科学中的紧密关联，从而将道德行动与自然事件明确区分开

来。这一做法不仅强化了自苏亚雷斯综合以降的自然法学说的“司

法化”特征，而且将主体性的自然权利（道德人的道德能力）与具

有明确义务色彩的自然法融汇在“归责”这一道德科学的核心概念

中。[145]道德行动的归责取决于人的意志作为道德原因的能力。

意志引发的人类行动，一种是自发的，是由某种内在的因素诱发

的，或是由外在因素命令的；而另一种则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特

点就是，在人的行为的自发性上添加了某种“中性”因素

（indifferentia），从而在满足行动的“局势”（occasio）要求

的前提下，使意志在行动的具体运用方面可以在许多对象中进行选

择。这意味着，意志在选择和拒绝时，其是否想要（velle et

nolle）并非必然规定好的。哪怕一个人对某个对象是否应该趋避

的看法，不取决于自身的意志，而在于对象本身的客观状况（即它

对选择者来说显得是好还是坏），但欲望追随对象表象的事实，并

不能因此彻底取消意志在决定自身对于该对象的外在行动时所具有

的自由。这样，意志就获得了一种超出外在强迫和内在冲动的某

种“自由规定性”（libera determinatio）。[146]普芬多夫阐述

的自由意志学说，显然是为了反驳霍布斯的意志学说，甚至在某种

意义上，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是霍布斯与布兰霍尔争论的继续。

霍布斯认为，意志对象将会导致愉悦或不快的先在观念，会以

自然必然性的方式决定意志。而在普芬多夫看来，人类行动的“中

性”因素不可能为任何外在的自然因素所完全排除，意志的基本情

状（primaria voluntatisaffectio），似乎直接来自意志自身的

性质，不会固定在某种一成不变的行

动模式上。而一旦消除了意志自由选择的这种中立性，人类行

动的道德性也就没有了。[147]正是意志的这一特点，使普芬多夫

得以明确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宇宙秩序都是由上帝所

安排的各种造物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这些特征最终都可以还原

为其实体的性状、倾向和习性，我们通常称这种为“自然”，即全

部被造物的总和（ipsa rerum creatarumuniversitas），以及相

应的样态和行为。所有被造物，那些没有感觉，或直接受本能推

动，只有很少反思意识的行为，并不借助任何自己发现的标准来约

束或管控自己的行为。[148]但普芬多夫论述的人的“自然状

态”，却并不是这样一种完全出于人的本质的物理原则（ex

physicis principiis essentiaehumanae）的状态，而是“来自神

意的赋予”，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状态。因此，“自然状态”的所



谓“自然”，并不是人的自然品质或机械论意义上的物理属性，而

是与人被赋予的某种道德品质有关：“做一个人就意味着处于一种

状态，能带来某些义务，同样也能伴随某些法权。”[149]虽然普

芬多夫在区分自然状态的不同类型时列举了“自然”概念的几种不

同涵义。但对于他的自然状态学说来说，最重要的区分，仍然是在

物理存在意义上的“自然”与道德归责意义上的“自然”之间的区

分。正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道德概念，所以考察自然状态，关键

是要分析与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有关的义务和法权，而不是“自然

善恶本身”（ipsa bonitaset malitia naturalis），这种自然善

恶绝不可能直接构成人的道德行动。像格老秀斯，甚至更早的托马

斯那样，主张自然法或永恒法的对象是自然秩序本身的善恶，在普

芬多夫看来，这无疑忽略了在法律规定行动的道德性质之前，通

奸、盗窃甚至谋杀和乱伦这些“罪行”其实在道德上都是“中性

的”（indifferentia）：

从所有这些行为中去掉与法律有关的考虑，以及这些行动中的

道德因素，物理行为本身没有包含任何矛盾，使我们可以无须考虑

法律，而应当将这些行为必然地理解为是丑恶的。因为，是否你同

一个与你在自然血缘上接近的人交合，或者是否你作为一个完全与

之没有特殊法权关系的人与这样一个人交合；你是否夺走了与你同

类的人的生命；你是否拿走了另一个人留下备用的东西，而法律没

有给这个人排他性的权利—在这种样态下，这些都是中性

的。[150]人因为从小就被灌输对这些行为的憎恨，才看不到这些

行为在自然上是中性的，只是出于对上帝赋予的“自然

法”[151]的违背，才在道德上成为丑恶的。

道德行为的善恶意味着，合乎法律的为善，而与法律不一致的

为恶。[152]普芬多夫创造性地改造了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没有善

恶之分的学说，将之转变为斩断自然状态与自然秩序关联的理论手

段。而自然状态一旦彻底排除了自然秩序提供的正当尺度，如果不

受自然法的规定，就将成为一个完全中立性的道德真空，从而不可

能成为人生活的道德空间。普芬多夫将自然状态彻底去自然化的做

法，是将自然状态完全置于自然法之下的前提，也是人的实践行动

能够进行道德“归责”，从而将自然状态造就为一个道德世界的前

提。

（二）社会性作为根本自然法既然根据人性的状况，人不可能

在生活中没有法律，完全由动荡的自然冲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

么作为理性动物，人就需要规范其行动“最

共同的尺度”，这就是自然法权。[153]当然在普芬多夫这里，

分析自然状态中的义务和法权，焦点就是自然法，因为自然状态中

的义务是“服从自然法中对自己和对他人，以社会方式和他们共同

生活的义务”（obligatioservandi legem naturae tum adversus

seipsum,tum adversus alios homines,atque cum illis

socialiter vivendi），而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则包括“享有从任何

人那里根据自然法权（ex iure naturae）应当履行的职责，以及

使用人类生活普遍伴随的其他特权”。[154]贯彻其道德科学去自

然化的基本思想，普芬多夫批评了对自然法的自然主义理解。道德

科学家不该像经典自然法学说那样，将自然法理解为自然正当的规



矩和尺度，是“造物主在万物内部植入的秩序”（ordo ille

aCreatore omnibus rebus insitum）。普芬多夫还特别批评了罗

马法中将自然法视为“自然对一切动物的教导”的经典讲法。在普

芬多夫看来，野兽的行为只是源于“单纯的自然倾向”（ex

simplici naturae inclinatione），而“我们寻找的是能引导理

性动物的自然法权”。而引导或约束理性动物的行为则是出于野兽

所不具有的义务（obligatio）感。[155]所以，自然法与其他法律

一样，都是通过某种上位者的命令，才能成为法律，并对人产生义

务的约束，而不是因为行为本身自然就具有道德上的必然性。

但仅仅从唯意志论或唯名论的立场来理解普芬多夫将自然法与

自然秩序脱钩的做法，却未能道破其中的要害。普芬多夫始终强

调，自然状态之所以是受自然法支配和管辖的状态，是因为上帝将

人造成理性和社会的动物。“至善权能的造物主出于其善与智慧分

配给人的状况，就要求设立许多道德存在。”[156]人的种种弱

点，乃至多变不稳定的自然倾向，以及人性

蕴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不厌其烦强调

的社会生活的这些障碍，现在都在普芬多夫的笔下转变为上帝出于

善和智慧的安排。[157]因为人的“自然状态”实际是上帝赋予的

某种道德事实，而不是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自然秩序。正是从上帝赋

予的自然状态出发，才可以从所谓人性中，建立自然法的某种“必

然性”基础。神虽然是万能的，但一旦将人创造成“理性和社会的

动物”，自然法就不可能不与人被造的自然相符。普芬多夫指出，

二者之间的合宜关系，是一种与绝对必然性不同的“假设的必然

性”。[158]正是基于人性与自然法在被造意义上的这种同构，普

芬多夫才坚持认为，要研究自然法权，最恰当直接的方式是从“人

的自然、状况和倾向”开始。[159]对于理解自然法的基础来说，

普芬多夫在人的被造自然中发现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人既自爱，又

极端脆弱这一悖谬的处境。

自爱似乎并不是人性的独特之处—“人类与所有那些能够意识

到自身的动物一样，都爱自身到最大程度，千方百计想要保存自

身，努力获取那些对自己显得是好的东西，躲避坏的东西。”普芬

多夫认为这种对自爱的人性强调，不是一种唯我的自私观点，即要

将个人的好处与他人分开，只关注自己，而是因为“人在自然上首

先感受到自爱，先于关心他人，原因在于人自然上先意识到他自身

的存在，其后才是他人的存在”；其次，比起关心别人来说，关心

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任务，即使考虑到人类保

存这样的公共善，我作为人类的成员，对类的关心也是首先落

在我自身上。与其说普芬多夫是在强调，自爱是人性的自然属性，

不如说，在上帝对人的赋予中，自爱成为一种道德性质。[160]与

人的自爱相伴随的却是人本身的脆弱。值得注意的是，普芬多夫在

论述人与野兽之别时，通过人能力上的尊贵、败坏与多样性，强调

了人在生活上巨大的可能性。但在论证自然法基础时，普芬多夫却

特别强调其中的最后一个特点，即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极度脆弱。

这一脆弱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贫乏”（summa

imbecillitas,atque naturalis indigentia）：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人是排除了所有来自他人的帮助，被遗弃



在这个世界上，给予他的生命可能就像是一个惩罚。显然，除了神

意，他能得到的最大救助就是来自他人。[161]如果没有他人的帮

助，人生更像是一个惩罚。人性必须通过教化和纪律才能得以实现

的诸多可能性，现在汇聚为一点，就是用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来弥

补自然的贫乏。人虽然具有远远超出野兽的尊贵能力，但人却不像

动物那样，具备生来就可利用的自我保存手段，人的理性和意志，

不仅需要漫长的教育培养，而且需要法律的约束和引导。人的自然

处境之所以最终被概括为“自然的贫乏”，其实意味着被赋予人性

的各种自然能力，在没有自然法引导的社会性生活中，如果不能通

过政治方式与他人的能力实现某种结合，最终势必像霍布斯预见的

那样沦为自相冲突的野蛮力量。

从自爱和脆弱出发，普芬多夫建立了他的自然法科学的真正基

础—根本自然法：

显然，人作为热切渴望自我保存的动物，但自身又如此匮乏，

离开自己同类的协助就不适于保存自身，非常适于相互促进彼此的

好处；人虽然经常恶意、放纵、易怒、打算加害而且能够加害。这

样一种动物，要实现安全，享有那些在现世状况下降临到他头上的

好处，就必须要具有社会性（necessarium est,ut sit

sociabile）。也就是说，他必须意志上想要与那些和他相似的人

联合起来。[162]自然法学说的“根本自然法”（fundamentalis

lex naturae）要求：

对于每个人来说，就其所能，应当培养并保持一种对待他人的

和平社会性，这与人类总体的天赋与目标是一致的。[163]根据普

芬多夫的定义，所谓“根本自然法”，是自然法的“原

则”（principia），即“其真理和必然性直接出于人性的状况本

身的自然法”（quorum veritas etnecessitas immediate ex

ipsa naturae humanae conditione resultat）。因此，“根本自

然法”就是人性在自然法上的直接体现。考虑到普芬多夫在最基本

的自然状态与人性概念之间建立的关联，可以说，根本自然法实际

上是人性的自然状态转变成“自然法”的理性法权形态。在普芬多

夫的根本自然法这里，现代政治哲学的三个基础概念—人性、自然

状态与自然法—合而为一。经过对这三个“自然”概念的去自然化

处理，无论人的被造本性、所处的自然状态，还是约束其本性的自

然法，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存在。在这一被造的道德世界中，人要建

立自己生活的理性形式。

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道德科学中，将人性、自然状态与自然法

统一

在一起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爱与社会性的结合。人性既以自爱为

目标，却在天赋上极端脆弱。根本自然法的社会性要求其实是对个

人无法凭借自身软弱的力量完成自然保存这一目标的道德“救

助”：“社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人类生活中，不是为了避免自然状

态的出现，而是因为人类非此就无法繁衍和保存。”[164]在《普

遍法学原理》一书中，普芬多夫甚至指出，所有其他的自然法都来

自两条根本自然法：一条是“任何人都应当尽其所能保护自己的生

命和肢体，并保存自身及其所有”（quilibet vitam et membra



suaquantum potest tueatur,seque ac sua conservet）；另一条

是“不应做任何扰乱人的社会的事情”，或“不应做任何使人的社

会和平受损的事情”（neperturbet societatem

humanitam,seu,ne faciat aliquid,quo minus tranquillainter

homines societas esse queat）。而这两条分别要求自我保存和

维护社会性的自然法“应该相互交织，融汇”成一条根本自然法，

即“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努力保存自我，即不扰乱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165]如果说现代自然法学说的人性学说就体现在自爱与社

会性之间表面的对立与内在的相互构成关系，那么《自然法与万民

法》中要求社会性的根本自然法，就是这一辩证关系在自然法学说

中的直接显现。这正是普芬多夫综合格老秀斯与霍布斯思想的具体

结果。这一综合，将社会性规定为自我保存的道德方式，从而为全

部自然法奠定了与单纯自然权利不同的基础。所有的自然法，从定

义上，就与社会性画上了等号：

因此，这些社会性的法律，或者说，教导一个人应该如何行

事，才能成为人类社会合用的成员，就称为自然法。[166]

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学说中，根本自然法对社会性的要求，对

自然状态下从主体性自然权利的自由出发的自我保存施加了直接的

限制。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普芬多夫明确将霍布斯臭名昭著

的“自然赋予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学说重新解释为，在没有

人世权威的自然状态中，在人类通过信约建立封闭的政治社会之

前，自然使每个人可以获得对其自我保存有用的一切东西，而他可

以依据自己健全理性的指令来使用它们。这一着眼于财产权的格老

秀斯式的解释，将自然状态置于“自然法和健全理性的管治”之

下。[16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芬多夫认为自然或上帝使人同时

具有自爱与寻求社会的双重倾向，但如果没有培养社会的自然法义

务的约束，自然状态仍将沦为霍布斯描述的悲惨状态。不仅社会性

是自然法要求的义务，自我保存也是正当理性提出的要求。

在社会性自然法的架构下，普芬多夫将自我保存重新规定为从

根本自然法出发的一般法：“任何人都不应当做那些有损理性运

用，或有害或毁伤身体的事情。”既然存在自我保存的本能和自然

倾向，是否还需要自我保存的自然法以义务的方式提出要求呢？

自爱深植于人心深处，使其关切自身，千方百计获取有利于己

的东西。考虑到这一点，要为此构想某种义务似乎有些多余。但从

另一方面看，确实应当迫使人信守对自己的义务，因为人不只是为

自己而生，造物主赐予他的如此卓越的禀赋，是为了让他荣耀上

帝，并成为人类社会合适的成员。他受到约束，要不忽视对自身的

培养，尽其能力所及有助于人类社会。[168]

普芬多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社会性自然法赋予人新的道德身

份：“确实，似乎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如果自然不是想要确定

人去培养社会生活，完全可以留由每个人的本能来关切自身。”人

对自己的自然法义务，是因为“从另一方面看”，人不仅仅为自己

而生，人还是社会的成员。当个人从自然人成为道德人，其中涉及

的已经不再只是自我保存，而是从“社会保存”（conservatio

societatis）的角度看的“自我培养”—“构成社会的成员要保存

自身，从而不成为自身或社会的负担。”自我保存的自然法实际上



将自爱转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义务，而自然本能提供的自爱反而被

看作是协助或鼓励人对抗人生的痛苦，满足正当理性提出的自我保

存要求的手段。因此，从这条有关自我保存的“一般法”产生了一

系列具体的自然法规定：“平静感情，让感情接受理性的命

令”；“避免酗酒”[169]；“避免不正常的性关系”；以及最

终，“在自然和义务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不应残损肢体，不应抛弃

生命。”[170]通过这些规定，自爱与社会性结合在了自然法对自

我保存的理性要求中，使自我保存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自然本

能，甚至不仅仅是一种主体性的自然权利，而成为社会意涵的道德

要求。就这样，普芬多夫将霍布斯笔下的自我保存与格老秀斯关注

的社会性，都从自然倾向或者欲望，转变为自然法要求的道德义

务。

表面上看，要求社会性的“根本自然法”表明，普芬多夫的整

个道德科学，并不像霍布斯那样，试图从主体性自然权利推演出整

个自然法的条件性架构，而是从一开始就否定人的绝对自由状态，

将自然法作为自然状态最基本的准绳，从而把人的自然状态建构为

受自然法约束的道德空间，[171] 在霍布斯那里，我们已经看到，

醉酒等不节制行为，作为有害集体保存的行为，应予禁止。但这条

在《论公民》（De Cive,iii.25）中出现的自然法，在《利维坦》

中被看作“不必提及”的规定，从自然法的清单中删除了

（Leviathan,xv.34）。这表明，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中同样包含

了试图将自我保存转变为自然法的尝试。只不过，霍布斯将自我保

存“道德化”或“规范化”的努力仍然受限于在自然状态下主体性

自然权利的无限自由。对于霍布斯来说，理论上意义更重大的步骤

是将自我保存从本能建构为“法权”（参见我们在第6节的分

析）。

以避免霍布斯得出的战争状态的结论。根据普芬多夫自然法学

说中要求社会性的根本自然法，即使对于那些出于特定社会之外的

人，也应该就其可能培养普遍和平的社会关系。因此，将社会的建

立和保持视为相对于自爱或者人的自然权利而言的次要性规定，只

是出于偶然才被迫采取的做法，在普芬多夫看来并不恰当。[172]

但普芬多夫从社会性的根本自然法出发，对霍布斯试图从自然

权利推出自然法做法的批评，并非单纯的否定。普芬多夫认为，一

般对霍布斯学说的“险恶”（sinistre）理解并没有透过其悖谬的

文字表面洞察其中真正的意图—“自爱与社会性根本不应当相互对

立，而是，自爱的倾向应当为社会性所克制，不至于使社会性为自

爱所扰乱和颠覆。”[173]不受限制的自由在打破社会性的约束的

时候，就会导致各种混乱，从而危及每个人的安全。因此在普芬多

夫看来，霍布斯的自然法路径似乎在方向上并没有错：

为了避免这样一种事态，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就要求应当遵守

社会性的法律（ipsa salutis propriae cura jubet

socialitatis legesobservari），因为离开这一法律，前者就无

法获得稳定的保障。而霍布斯从对自身安全的关切本身推导出自然

法的敏锐做法，我们首先应当指出，这样一种证明，确实清楚地表

明，人按照理性的这些指令来一同生活，对人的安全最为有利。但

不能由此就直接得出结论，人有权采用（jus est homini）这些指



令作为自我保存的手段，而他也因此被促使（tenetur）就像出于

某种法律一样服从这些指令。所以，这些理性的指令要获得法的力

量，就必须从完全不同的原则推

导出来。[174]

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法学说基本结构的这一讨论，清楚地表

明了二者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关系。一方面，从理解自然法的

实质内容看，普芬多夫从人的自爱和脆弱推出自然法的社会性要

求，与霍布斯从自然权利出发建立自然法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

同，社会性恰恰是实现自爱最有效或者最理性的手段；但普芬多夫

认为，在形式上，霍布斯的这一“敏锐做法”无法将这些理性的指

令从“建议”转变为法，让它获得真正的约束力，促使人服从这些

理性的结论，从而真正使社会性成为个人安全的保障。[175]为了

解决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这一根本困难，普芬多夫才试图最终“从

完全不同的原则”出发建立整个自然法的基础。

（三）自然法的义务基础如果说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学说中，

自然状态是人的自由受到自然法约束，从而免除了“无法无天的放

任”的状态，那么自然法支配的主要方式就是针对人的这一“自

由”建立了义务的约束，义务是自然法将普芬多夫的自然状态建构

成为道德空间的关键。

根据普芬多夫的道德科学对处于道德空间（“状态”）中的道

德人（“实体”）的框架性理解，要把握人类道德行动，关键在于

道德人所具有的各种“实践道德品质”（operativae qualitates

morales）中属于行动方面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

（potestas）、法权（ius）和义务（obligatio）。[176]而在考

察人类道德行动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义务”，法

（lex）

是以义务概念为前提的。[177]甚至现代自然法学派最关注的主

体性权利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义务概念的限制。[178]所

谓“义务”，根据普芬多夫的界定，不过是“某种法权的锁链，凭

借它以必然性来约束我们去做某件事”。因此，“义务”就是对人

的行动自由施加的某种“道德的缰辔”（morale

fraenum）。[179]在普芬多夫看来，义务与其他影响意志的因素不

同：

……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意志，导致它偏向其中的一边而不是

另一边，但义务相对于这些因素有其特殊的优势：其他因素压迫意

志时类似某种自然重物，而一旦祛除这种因素，意志就会恢复其先

前的中性无差异状态；而义务却是以道德的方式影响意志，赋予意

志本身某种特殊的内在感（peculiari quasi

sensu...intrinsece），它会迫使意志审查自己的行动，如果没有

遵照规范的规定，就判断为本身应为恶的。[180]与其他影响人类

行动的心理因素通过自然方式影响意志不同，义务的道德

作用方式，可以在不危及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影响意志，使意志

能够以出于自身的方式判断行动的善恶。[181]普芬多夫对义务概

念的这一重要澄清，否定了霍布斯从自然权衡角度理解自然法义务



的做法，从而从义务的内在性，而不是主体性自然权利的自然自由

出发，为人的道德自主奠定基础。

那么义务是凭借何种约束力（vis obligationum）对人的行动

自由施加限制的呢？对于国家实定法的义务来说，约束力没有什么

争议，其有效性在于国家主权者拥有的强迫能力，凭借惩罚的强制

力，主权者对臣民的行为施加了必然性。比如，绝大多数协议，虽

然它们本身具有来自自然法权的义务约束力（vis obligandi），

但在国家中，其实是由实定法确保其效力：一旦有人背离对自然法

应予的尊重，违反协议，官员就有力量和威权强迫其守

约。[182]然而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信约仅靠自然法权建

立，义务的力量来自何处呢？

普芬多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总的来说，针对的是霍布斯提出

的“先行履约人”问题。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在通过信约

放弃权利、建立道德义务的过程中，因为先行履约的一方，也就是

信约方，需要信任另一方在未来放弃权利，但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威

慑下，人们无法确保对方履约，而这一理性猜疑，导致任何一方都

不愿意率先放弃权利，成为信约方，结果也就不可能通过自愿放弃

权利，完成自然权利向自然法的理性转变。普芬多夫认为，他的自

然法学说摆脱了这一根本困难，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设定了（initio

supponatur）：“人被自然所构造的，就是要在彼此之间培养社

会，任何人都不应当给他人提供任何会导致不和与战争的理由。

”[183]而要培养或保存“社会”，只能依靠双边协议

（conventiones mutuas）。因

此，“显然，根据自然法权，人完全有义务履行信约”，而违

反这一规定，就是“罪”（peccare）。普芬多夫认为，不仅向信

约方违约属于信约方不满的正当理由，而且双方都未履约的情况，

同样是违犯自然法权的罪。以恐惧为理由，不能免除人通过制定信

约，建立社会关系的义务。如果听任恐惧在权衡中压倒信任，就不

可能结合或维持任何“政治社会”。

但自然法权的这一社会性规定只是在原则上要求组成社会的人

要相互信任，并未彻底否认霍布斯的“正当恐惧”的理由：“如果

在信约已经订立后，出现了新的恐惧理由，比如在我履约后，另一

方明确表示不想要履行他应尽的义务，那么，我也不应就这样不加

防范地鲁莽履约。”普芬多夫认为，在双边信约中，如果一方缺乏

信任，那么这就是另一方被免除义务的充分理由。只不过，普芬多

夫更多认为，这种防范和恐惧，是出于订约之后，而并不像霍布斯

那样强调，会作为理性猜疑，妨碍信约的订立，从而危及通过放弃

权利建立义务的自然法和平路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普芬多夫

将在霍布斯那里导致自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的“正当恐惧”的理性

权衡问题，转变为一个订约之后产生的审慎问题，而且严格限制了

其作用范围。[184]虽然普芬多夫尽可能限制了霍布斯的理性猜疑

学说对于自然法义务基础的冲击，强调基于根本自然法的社会性要

求，可以确立订立信约的道德义务，但仅凭荣誉感、羞耻心或者人

的谦逊这样一些人的特定性情倾向，尽管会对人忽视义务的行为产

生不小的影响，却似乎都“没有足够的效力”（haud satis

efficaciae）保证人遵守根本自然法的义务。[185]也就是



说，“自然法本身不足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平”。[186]

既然义务能够直接在意志中产生内在的自主力量，那么义务中

显然包含了一种足以改变意志的动力（momentum），而只有一个上

位者—不仅有力量向那些反对者显示未来的恶，威慑他们[187]；

而且还具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要求人们将意志的自由听命于他的选

择—才能在人心中引入这种义务。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都

是平等的，这一上位者只可能是上帝。因此，在普芬多夫看来，要

使这些理性的指令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预设，“上帝存在，并

凭借神意统治一切，特别是人类的事务。”这就是普芬多夫奠立自

然法的所谓“更高贵的原则”（sublimior

principium）。[188]受到苏亚雷斯综合的影响，普芬多夫认为，

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一个人行动，与只是基于事理的建议不同，

靠的是立法者拥有的权力（potestas）。[189]建议不会对人施加

义务的约束，只有当提出规定的立法者凭借其权力，才能约束受制

于法律的人。而在自然状态下，只有上帝才具有足以约束每个人自

由的权力：

而事实上，仅靠人的主权（imperium）似乎也不能赋予这些理

性的指令以义务约束力（vis obligandi）。因为如果没有信约的

中介，就不会产生人的主权，而信约的力量却是借自法律。除非理

性的指令能在信约之前获得法律的力量，否则不清楚人的主权能以

何种方式产生，并能赋予义务约束力。[190]政治社会中人的主权

源于信约，信约的约束力基于自然法，而自然法的义

务则只能来自上帝—“人类的造物主和最高管制者”，出于上

帝的主权（imperium）：

虽然（自然法的）这些规定显然有用，但它们要获得法律的力

量（vis legis），必须预设上帝存在，凭借其神意统治万物，而

且他命令人类要把这些他已经通过天赋之光的力量（vis

congenitiluminis）向他们宣示的理性指令作为法律来服

从。[191]如果是这样，人对上帝的职责，就应该成为所有其他职

责的前提。[192]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服从自然法的这些理性指

令。而普芬多夫支持这一主张的，除了人的自然天性与自然法的社

会性义务之间的一致性，还进一步诉诸了“自然宗教”或对神的恐

惧，以及良知的作用。宗教成为人类社会最终和最牢固的纽

带。[193]表面上看，普芬多夫诉诸神意的支持，借助“更高的原

则”奠立了自然法义务约束力的基础，从而为信约以及由此实现的

政治社会的联合提供了道德前提；而同时，他又能借助自然法的义

务约束力，为自然状态下无法无天的自然权利套上“道德的缰

辔”，从而避免自然状态沦为战争状态。

普芬多夫终于让自然法摆脱了自然权利的困扰，为现代政治和

道德建立了牢固的科学基础。

不过仔细考察普芬多夫的自然法科学大厦，我们却会发现其中

隐藏了几个重大的困难。从苏亚雷斯到霍布斯给现代自然法学说提

出的挑战，并没有被彻底消除。

首先，从自然法哲学的理论来说，普芬多夫通过自然法的约束



力，将自然状态改造为道德空间，为政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道德基

础，但这一做

法在实质上却带来不小的理论困惑。因为自然状态的道德化，

恰恰排除了建立政治社会的道德必然性。面对这个困难，普芬多夫

只能回到霍布斯的思路上，强调“自然法并不足以维持人的社会生

活”。在论证必须建立国家的理由时，普芬多夫不得不承认：

尽管自然法已经充分警告人们，侵犯他人的人难逃惩罚。但无

论是对神意的恐惧，还是良心的困扰，都不被看作有效的力量

（valida vis）足以强迫人远离邪恶。因为有许多人由于教育和习

惯的欠缺，无视理性的力量……而神的责罚降临得太

慢……[194]所以，要压制人身上的邪恶和贪欲，唯一有效的救济

还是由“国家”提供的。来自上帝的义务似乎仍然缺乏有效的约束

力。普芬多夫在这里提出的理由，与霍布斯论证自然法无法靠对上

帝的恐惧或良知来有效地约束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的理由，没有什么

两样。[195]事实上，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学说，尽管在论证上将自

然法的义务基础最终落实在上帝作为立法者的意志上，但从一开始

就试图严格区分自然法与道德神学（theologia moralis）的界

限：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自然法的范围仅限于此世生活的范围

（ambitu huius vitae），所以它只就人应该与他人在社会中生活

这一点来塑造人。而道德神学对基督教的塑造，不仅要基督徒以正

派的方式度过此世的生活，而且基督徒还要期望此世生活的虔诚能

在来世获得喜乐，从而成为天国的子民，而他在这里不过是一个旅

人或过客。[196]

普芬多夫的这一立场，遭到了莱布尼茨严厉的批评。莱布尼茨

断定，撇开来世和神意的惩罚，将自然法局限在此世生活和人外在

的行为、脱离道德神学只能导致“低劣的自然法”。[197]无论我

们是否赞同莱布尼茨的批评，但如果严格依照普芬多夫的原则，那

么，自然法将全部义务置于上帝存在及其对世界的神意统治之上，

就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而且更进一步说，普芬多夫接受霍布斯的学说认为，法与契约

不同，后者作为承诺，在义务产生之前，先要决定做什么；而法先

建立义务关系，其后才规定做什么。“我们之所以受到法律的义务

约束，是因为我们应当对立法者有先在的服从。”[198]也就是

说，自然法的理性规定及其义务，都是以人与上帝的义务关系为前

提，预设了对法的作者上帝的服从。[199]可以说，正是这一区

别，才使普芬多夫摆脱了霍布斯的假设自然法概念。但问题在于，

人以何种方式建立了对上帝的服从呢？作为所有自然法义务的基

础，上帝对人的这一统治关系，除了借助上帝创造的道德学说外，

是否能够凭借自然法学说的自然理性加以理解和说明呢？[200]如

果自然状态的道德化，乃至整个自然法先于自然权利的确立，作为

自然法这门道德科学的关键，都取决于自然法的义务，那么要建立

人的道德世界的基础，就必须寻找一个道德神学的替代物。洛克对

人类认识的分析，正是现代自然法学派解决这一困难的一次决定性

的尝试。不过，所谓“认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类知识最

初开端的历史”[201]，能否将现代



自然法从这一根本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呢？

20天赋观念与自然法：洛克的怀疑

无论霍布斯与普芬多夫对自然法义务的约束力来源有何分歧，

两个人都毫不怀疑，在理性上，即使普通人的才智也足以了解自然

法的理性规定。这是道德科学确定性的基础。[202]用霍布斯的话

说，自然法作为理性的规定，尽管不一定能在外在的法庭上克服权

衡中的其他自然倾向决定人的行为，但至少在良知的内心法庭上是

有义务约束的。[203]普芬多夫也认为，人的理智在对道德行动进

行判断时，具有能够认识法律的“良知”，稍经训练和模仿，就可

以理解自然法的理性规定。[204]人性是否具有对自然法基本原则

的理性认识能力，对于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至关重要。苏亚雷斯在

力图综合理智论和意志论两大传统，将自然法改造为更加严格意义

上的法的过程中，同时强调了自然法的指示性和规范性，即自然法

既是正当理性的指令，也从一个上位者的立法权力中获得法的力

量，从而成为真正的法。但这一综合实际上给自然法的“指示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当自然法充分宣示给人，自然法对人

的道德行动才可能施加有效的义务约束。而且这一宣示不仅要宣示

自然法的理性规

定，而且要宣示上帝作为自然法的立法者的意志。在这个意义

上，人是否能够认识自然法的根本原则及其义务的神圣源泉，就不

仅仅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而且是攸关自然法对道德行动的义务

约束力的问题。

1671年，当洛克和几个老朋友在老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家聚会讨论“道德和宗教的原则”问题时，困扰他

们的或许正是苏亚雷斯的综合给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遗留的这

一根本难题。其中有人提出，“自然之光就是上帝最初在创世造人

时置于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然而接下来的讨论马上就陷入了困

境。自然法的可知性问题，第一次明确成为了触及哲学根本基础的

问题。洛克就是在这时起草了名为“理解力”的《人类理解论》的

初稿。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理解论》是为了解决苏亚雷斯综合的

困难，尝试将笛卡儿的所谓“新哲学”方法应用到“自然法作为道

德的基础及其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关系”这一问题

上。[205]洛克从所谓“认识论”角度对自然法根本原则可知性的

研究，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理性基础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不过，洛

克的主张其实在他早年有关自然法的手稿中就已经初露端倪

了。[206]（一）《自然法问答》：自然法的理性基础与义务约束

力作为牛津大学道德哲学领域的学监（censor），洛克在1660年代

早期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自然法的讲座，最迟在1664年完成了有关自

然法问题的手稿，这批手稿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上个世纪中期才为

人所知。《自然法问答》，洛克的自然法手稿，是现代自然法学派

解决苏亚雷斯综合遗留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在讲稿中，无论洛克

对自然法的界定，还是他分析

自然法的整体框架，都可以看出“苏亚雷斯综合”的深刻影

响。[207]整个手稿在结构上基本围绕“苏亚雷斯综合”所建立的

自然法的双重性来考察自然法问题，即在初步界定自然法，并确定



其存在（“问题一”）之后，分别考察自然法的所谓“质料”问题

（即自然法在内容上的可知性问题，“问题二至七”）和形式问题

（也就是自然法的约束力问题，“问题八至九”）。

将自然法的双重性分别看作自然法的“质料”（或内容）

和“形式”，这本身就是苏亚雷斯的典型做法。

《自然法问答》开篇对自然法的界定，就带有苏亚雷斯影响的

明显痕迹：

因此，自然法（lex naturae）可以这样描述，即它是神的意志

的指令，对于自然之光是可知的，它指示了什么与理性自然是和谐

的，什么是不和谐的，并且仅仅借助这一点命令或禁止。在我看

来，有些人称自然法是理性的指令，这不够正确，因为与其说理性

是奠立并指定了这一自然法，不如说理性发现和探察了由上位者权

力规定并植入我们内心的法律。[208]洛克明确指出，自然法具备

所有法律的基本要素：自然法“宣示了上位者的意志”，这一点被

称为是自然法的形式规定（ratio formalis）；自然法规定了什么

该做，什么不该做；自然法对人具有约束力。[209]而根据洛克的

定义，自然法既包含“指示性”的一面，即根据道德行动是否与理

性自然一致来指示道德行动本身的善恶；也包含了命令性的一面，

即自然法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指令。自然法虽然是理性法，但是理性

本身并不能奠立或者指定法律（“理性……不能给我们法律”），

而只不过是“发现和探察”自然法源

于上位者权力这一法律源泉。义务的有效约束，就其形式规定

而言，取决于上位者的意志，对这一意志的宣示，就是所谓法律。

相对而言，“理性不是法律的制作者，而只是法律的解释者。

”[210]在洛克的手稿中，像在苏亚雷斯的著作中一样，自然法的

指示性和命令性是紧密联系的，自然法的命令性恰恰建立在自然法

的指示性上，也就是说，自然法的约束力取决于自然法对于自然理

性而言的“可知性”（“仅仅借助这一点命令或禁止”）。在洛克

看来，之所以自然法能够满足“任何法律义务”的必需条件，不仅

因为上帝的意志想要自然法成为“我们习俗与生活的尺度”，而且

还因为上帝“充分宣示了”（sufficienter promulgavit）

这一点，从而使每个人，只要他肯费时费力去认识它，就都可

能知道上帝的这一意志。[211]“因为，只有一个立法者以某种方

式使我们知晓，或者宣示出来的东西，我们才受其约束”[212]，

而自然法的约束力是与上帝这一上位者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那

么，上帝意志的可知性或者“充分宣示”就成了自然法约束力的基

本前提。而在洛克这里，自然法与神圣实定法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在

自然法这里，上帝是通过所谓“自然之光”，而不是借助启示，向

人宣示其意志的。[213]因此，作为自然法“充分宣示”基础

的“可知性”问题就是洛克处理“苏亚雷斯综合”的自然法双重性

的关键，但正是这一点，成了自然法手稿最薄弱的环节。洛克有关

自然法的早期手稿留下了他受到笛卡儿的“新哲学”影响的痕

迹。[214]不过，洛克很快意识到，“新哲学”在根本原则上与整

个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前提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自然法问答》第一讲讨论自然法的涵义时，洛克就注意



到，前辈

学者经常将自然法等同于正当理性（recta ratio），但他们往

往未能清楚区分“理智能力”和“某些确定的实践原则”[215]，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将人的理性能力等同于自然法，从而犯了“天赋

论”的错误。而在洛克眼中，理性不过是一种“灵魂从已知到未知

的推理能力”，理性本身并不能为自然法奠定基础，甚至根本算不

上认识自然法的手段，而是有赖于感觉为推理提供原初质料。从感

觉出发，人的理性能力才能够逐渐建立普遍自然法。感觉，而非传

统或者天生的实践原则，才是自然法可知性的真正本原。[216]因

此，洛克所谓可以知道自然法的“自然之光”，就并不是像从托马

斯直至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哲学家以为的“由自然植入人的某种内在

光明，它始终可以告诫人们，什么是他的道德职责，带他走上不会

偏离的正道”。[217]洛克对天赋论的批评使他得出了与自然法传

统相当抵触的结论：

在我们心灵中，并没有铭刻着自然法的实践原则。我们的心灵

在降生时，不过是能够接受各种印象的白板（rasa

tabula）。[218]所谓“对于自然之光是可知的”，不过是指，一

个人如果正确地运用自然提供给他的理性能力，他就无须他人帮助

自己可以获得自然法的知识。洛克也绝不像托马斯那样寄希望于人

的自然倾向。虽然洛克的手稿对这个问题没有做深入探究，但从书

稿的其他地方不难看出洛克的态度：“那些除了自然本身别无向导

的人，特别是其中那些自然的指令受到有关道德的实定规范败坏最

少的人，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知晓任何法律，就仿佛他们无须拥有正

当和正派的理据似的。”[219]洛克的“白板”，在出于造物主之

手时，并没有写好使用的说明。

当然，洛克的“白板”并非完全的缺省状态。事实上，洛克虽

然认为人的自然本性不足以直接把握自然法的理性规定，也不认为

人的自然倾向具有契合道德规范的“德性的种子”，而且根据洛克

对历史和风俗的观察，“几

乎没有任何邪恶，任何对自然法的冒犯和任何道德丑恶……不

是既曾在私下里容许，甚至还被公共权威和习惯所赞成”〔1〕，

但在人的自然本能中确实存在堪称“自然法”的倾向：

但如果有一条自然法，可以称得上是在人之中最神圣的法律，

整个人类似乎都受到某种自然本能和其自身的好处的驱使来服从这

条法律，这就是自我保存。[220]当然，在洛克看来，即使这样一

条最像自然法的自然倾向（被某些人确立为“首要和基本的自然

法”），也无法获得人类普遍一致的赞同，从自爱和自我保存中也

无法轻而易举地找到自然法的基础和开端。[221]在《自然法问

答》中，面对苏亚雷斯的问题，洛克似乎表明，格老秀斯的社会性

方案和霍布斯的自爱或自然权利方案，都不足以成为真正自然法的

基础，特别是无法说明自然法义务的真正源泉。

《自然法问答》对天赋论和自然倾向或本能论这样“非常舒服

便宜的认识方法”（percommoda congnoscendi methodus）的批

判，意味着整个自然法学说的认识基础需要经受严格的批评性考

察。而经过洛克本人的批判，自然法传统借助天赋道德原则在自然



法和人的自然理性之间建立的自然关联根本就站不住脚。那些通常

被当作自然法规定的道德原则，其实并非来自自然，而不过是由父

母老师等其他社会成员灌输的：“人不是由自然教导的，而是由人

教导的。”[222]因此，洛克的自然法学说能否成立，至少就其早

期手稿的形态而言，取决于理性与感觉的合作能否从“感官对

象”出发逐渐导出整个自然法的

道德原则，最终取决于这一合作能否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满

足自然法形式定义的根本要求。[223]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自

然法的知识”〔2〕，那么这一自然法是否算得上真正“充分宣

示”了呢？[224]而如果自然法的约束力，最终取决于自然法的这

种充分宣示、而自然法的“可知性”又无法普遍得到保证的话，我

们又怎么能说，“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受这种法律的约

束”呢？[225]（二）《人类理解论》：反对天赋观念洛克在《人

类理解论》中对“新哲学”的系统发展和改造，对传统形而上学

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加剧和深化了洛克在《自然法问答》

中就已经探查到的自然法学说的根本困难。天赋论是自然法传统表

述的重要基石[226]，而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第一卷中对这一学

说的彻底批判，无疑意味着对自然法的可知性基础的重新界定。因

此，《人类理解论》中有关人类知识基础的考察，继续和发展了洛

克在《自然法问答》中解决“苏亚雷斯综合”遗留问题的尝试。

在《人类理解论》的第一卷，洛克展开了对天赋思辨原则和天

赋实践原则的犀利批判，而且，与思辨原则相比，“道德的原则更

不配称是天赋的”：

要问到事实上究竟有没有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道德原则，则我

可以说，人们只要稍为了解人类的历史并且他们的视线越出自

家烟囱冒的烟之外，他们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天赋的实践

真理，则它一定会毫无疑问地普遍为人所接受，可是这个真理究竟

在哪里呢？正义和履行契约似乎是大多数人一致同意的。人们以为

这条原则甚至在贼窝和元凶大恶的同伙中也起作用；那些几乎要灭

绝人性的人，在他们相互之间也要守信，维持正义的规则。我承

认，这些违法之徒也做这些事情；不过他们并不接受这些规则是天

赋的自然法（the innate Laws of Nature）。他们虽然在他们的

共同体中，会将这些规则作为权宜之计（the rule of

convenience）来施行。不过一个人如果一边公平地对待其匪徒同

伙，一边同时却又抢劫杀戮他随后遇上的正派人，则我们万不能想

象他是在把正义当作实践原则。正义和诚信是维系社会的共同纽

带，因此，违法之徒和盗贼虽然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但他们自身

也要守信，维持正义的规则，否则他们便不能结成同伙。不过你能

说，那些以欺骗和抢劫来度日的人们，具有诚信和正义的天赋原

则，是他们所承认和同意的？[227]既然正义和诚信这些公认的实

践原则都并非天赋原则，既无法获得人类普遍一致的认可，也不能

对人的良知产生义务的约束，人们遵行这些规则多半出于利害的考

虑，那么自然法的天赋说就很难站得住脚。洛克运用丰富的“人类

学”文献证明，不仅个别人经常不知道道德的实践原则，而且许多

时候，整个民族都对此一无所知。[228]正如在《自然法问答》中

对“铭刻说”的批评一样，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乳母



的迷信，老妇人的权威，可能是因为年深日久的缘故，邻里的同

意，就在宗教和道德中升格，获得了原则的尊贵地位。”这些在儿

童心灵的“白纸”或者“白

板”上书写的字迹，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成为“他们建立他

们的宗教和习俗的基础和根基，并因此逐渐获得了不可质疑、自

明，甚至天赋真理的名誉”。[229]因此，传统所谓的“自然

法”，经常不过是“意见法”或者“名誉法”而已。只是因为它们

在许多地方与自然法这种真正不变的道德准则一致，人们就把毁誉

荣辱这种社会中“隐秘的同意”（a secret andtacit consent）

也当成了自然法。[230]这种法律其实只是“私人评

判”（PrivateCensure），或是“私人的同意”（the Consent of

private Men），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与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中发现

的私人判断权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通过某种社会力量，建立了

广泛的一致，成为了一时的“风尚法”（theLaw of Fashion）。

这些“法律”在根本上缺乏足以创制法律的真正权威，特别是缺乏

对于任何法律而言必不可少的本质条件：执行这一“法律”的权

力。[231]不过，洛克认为，他对天赋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要否定

自然法。自然法不是“原初烙印在人的心智上的”天赋法，而是我

们开始无知，但通过恰当地使用我们的自然能力所逐渐获得的道德

知识。[232]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不过是理性法。[233]但在《人

类理解论》中，真正的自然法被洛克归入所谓“神法”，不过这是

上帝凭借“自然之光”，而非神圣启示，宣示给人的法

律。[234]洛克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理解论》为道德

建立新基础的方式。在原定作为《人类理解论》最终篇章的“伦理

学”手稿中，

洛克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

要将道德建立在恰当的基础上，而且这一基础还具有与之相应

的义务，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存在一种法律，而法律总是预设了立法

者：具有上位权威，有权发布命令，而且具有根据他所建立的法律

的调子来奖惩的权力（one that has a superioity and right to

ordain,and also a power to reward and punish according to

the tenor of the lawestablished by him）。这一对人的行动建

立规则和约束的主权立法者就是上帝，他们的造物主。我们已经证

明了他的存在，下一步就是要表明，有些规则，有些指令，是出于

他的意志，而所有人在行动上都应当遵守的，而他的这一意志已经

充分宣示了，让整个人类都已经获知这一点。[235]由此可见，作

为道德恰当基础的自然法及其义务，都是以有权奖惩的上帝为前提

的。自然法义务的关键在于上帝在来世施加具有无限长度和强度的

奖惩，从而强制执行了这一法律，使自然法满足了作为法的本质条

件。但问题是，洛克似乎并不比霍布斯更能确证上帝这种永罚权的

有效性：“破坏了上帝的法律，虽然会遭到惩罚，可是多数人，或

者绝大多数人，很少认真反省这回事；至于在那些能反省的人中，

还有许多在破坏法律时，总想着将来可以和解，可以补偿这种违法

行为。”[236]虽然洛克承认，“上帝的意志和法律”是“道德的

真正根基”，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此世的自利和好处使许多

人，只是外表承认和赞同这些道德原则，但他们的行动却足



驳斥天赋论的理由，似乎同样可以用来驳斥作为神法的自然

法，使自然法难以建立真正的法律约束力：

设立道德的法律是要约束和限制人泛滥的欲望，要做到这一

点，这些法律必须以奖赏和惩罚来胜过人们在违反法律时自己设想

会得到的满足。因此，人的心智中如果真的烙印上某种像法律的东

西，那么所有人必定具有一种确定而不可避免的知识，都会知道，

一旦违反法律一定会导致确定、不可避免的惩罚……因此，一种天

赋的法律，一定伴随了一种自明的、不可质疑的知识，知道有不可

避免的惩罚，足以使任何违法成为不值得选择的行为。[237]《人

类理解论》中彻底的反天赋论，对自然法的“认识论”基础提出了

相当严峻的挑战。在《自然法问答》中，洛克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

思想，只不过在《人类理解论》中借助新的“观念”途径（the

new way of ideas），洛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道

德知识，作为复杂观念，往往需要“冗长而并非总能成功的严格推

理的劳动”，需要对有关的各种观念建立关联，进行组合，加以比

较。[238]而对于自然法的理性知识来说，最重要的是上帝观念这

一极为复杂的问题。

虽然洛克声称人类对于上帝的知识是“人类理性最自然的发

现”，“可

以从我们知识的任何部分自然地推演出来”，这样看来，似

乎“上帝的存在在各方面来说都很明显，而我们对上帝的服从与理

性之光如此契合，从而大部分人类都能见证自然法”。[239]而且

正如我们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看到的，洛克宣称自己已经成功地证

明了上帝的存在。但既然上帝观念并不是“天赋”的，上帝存在的

证明就不像洛克宣称的那么容易。

上帝观念是一个复杂观念，是我们借助无限观念“放大”一

些“有胜于无的性质和能力”的结果。洛克承认，所谓“有限”、

“无限”实际上都是量的样态，原本只适用于那些可以分割成各个

部分的事物。[240]上帝是“不可把握的无

限”（incomprehensibly infinite）。也就是说，将无限观念用

于上帝及其属性，更多是“在比喻意义上”（figuratively）。其

实上帝的能力、智慧、善或其他属性都是“无尽和不可把握的”。

而且，通过重复、扩大和增加等理性手段所形成的无限观念，即使

在时间和空间这样的量上，也是“非常模糊混淆的”（very

obscure,and confused）。[241]因此，尽管洛克声称，我们关于

上帝存在的知识，“是理性所发现的最明显的真理”，和数学确定

性一样自明[242]，但其实他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

依靠这些“非常模糊混淆”的观念，这也就难怪莱布尼茨认为这一

证明存在致命的漏洞。[243]事实上，洛克很可能非常清楚自己有

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并不完善。在《教育漫话》中，洛克建议要早早

在孩子心智中印上“上帝的真正想法”，但只需要有助道德的想法

就够了，不必过多探究。他特别告诫不要“不恰当地教他去理解无

限存在不可把握的本质”。这一点不仅对孩子适用，也同样适用于

成人：“而且我认为倘若人们通常就止步于这

样一个关于上帝的观念，对于这一大家都承认不可把握的存在

者，不要想得太好奇，也就最好不过了。”[244]但既然上帝作为



神法的立法者是全部道德的基础，那么，上帝观念就是所有与道德

关系有关的复杂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奖惩概

念，既是全部道德义务的前提，也是整个自然法学说的基

础。[245]没有对上帝的充分知识，自然法就根本算不上获得了充

分的公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能最终在认识论上有效地证明上

帝的存在及其奖惩权力与我们道德行动的关系[246]，自然法的可

知性恐怕就仍然隐藏在自然的深处，难以成为有效约束所有人的道

德的基础。[247]因此，上帝观念的问题不仅是洛克自然法学说面

临的巨大困难，也暴露了整个现代道德哲学的根本弱

点。[248]（三）《政府论》与《人类理解论》：自然法的凯旋或

失败？

在《政府论》下篇一开始，洛克就明确指出，在上篇批驳了费

尔默的

绝对主义君权理论之后，他必须“寻求另外一种关于政府的产

生，关于政府权力的起源，以及关于用来安排和知道谁享有相应权

力的方法的说法”。

洛克政府理论的起点就是对处于“自然法范围内”的自然状态

的考察。[249]洛克始终强调，作为政府权力起点的自然状态，其

中的自然自由与自然平等始终是在“自然法的范围内”：

自然状态中存在一种自然法来统治它，这种自然法约束所有

人；而理性，就是这一自然法，教导着有意请教理性的全人类：人

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

自由或占有物。[250]与普芬多夫的自然状态学说一样，洛克笔下

的自然状态完全受自然法的“统治”，自然法对自然状态下的每个

人都有约束力。在《政府论》中，不仅对于政府权力的起源和性质

是基于对自然法统治下的自然状态的分析，而且进入政治社会后，

其义务也不会终止，还会借助人类法律的惩罚以为助力，成为所有

人，包括立法者的永久规则。无论是立法权力的基础，还是最终人

民革命权利的证成，自然法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1]然而

与自然法在《政府论》中扮演的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相比，洛克在

书中对自然法问题，除了两三处地方，鲜有系统的分析和讨

论。[252]在这方面他不仅无法与格老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这

些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前

辈相比，甚至在这部系统论述政府起源与性质问题的政治哲学

著作中，都找不到与其早年手稿类似的对自然法问题的专门分析。

从《政府论》现有的文本看，这一巨大的反差不可能来自手稿的遗

失或其他偶然的历史情势的因素，只可能来自作者有意的回

避。[253]如果考虑到，《政府论》有关自然法的一些论述还与

《人类理解论》的主张有许多扞格难通之处[254]，我们或许可以

说，《政府论》对自然法概念的广泛利用，或许并不能证明洛克已

经克服了苏亚雷斯综合遗留的各种困难，为自然法学说建立了无懈

可击的基础，反而直观地表明了自然法哲学在现代政治思想中面临

的尴尬处境。[255]一方面，经过格老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的

努力，自然法学说为建立现代政治社会与道德世界提供了基本的语

汇；但另一方面，自苏亚雷斯综合以来，特别是伴随主体性权利与



严格的义务概念的兴起，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学说在哲学基础方面

的困难，虽经霍布斯和普芬多夫的努力，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

解决。在这方面，洛克的哲学工作可以说是全面借助笛卡儿的“新

哲学”来彻底重建道德和宗教的“认识论”基础。《人类理解论》

对天赋论以及实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图杜绝人类理性的懒惰、无

知、虚荣和狂热，从而为自由政治社会培养具备自由理性精神的公

民提供哲学上的向导。自由社会的理性公民必须通过理性的自

由“劳动”，

才能建立这一政治的道德基础。[256]只不过，洛克的这一自由

精神的新哲学不仅没能消除自然法在哲学基础上的困难，而且在根

本上质疑了这一基础本身。如何把自然法的认识论前提，奠立在人

类心智劳动形成的观念之上，直到休谟，始终困扰着现代道德哲学

家们。

不过，从《政府论》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来看，在现代

哲学有机会判定自然法的哲学原则是成功或失败之前，自然法已经

在政治上提前庆祝了她的“凯旋”。

21自然法的执行权

不过，在《政府论》对自然法问题的有限阐述中，自然法的执

行权力（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law of Nature）却是一个

引人注目的学说，它似乎可以拯救洛克的自然法学说免于失败：

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互相伤害，使大家

都遵守旨在全人类的和平和保存的自然法，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

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使每人都有权利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

止违反自然法为度。自然法和世界上与人有关的一切其他法律一

样，如果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以保护无辜

和约束侵犯者，那么自然法就毫无用处了。而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

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因

为，在那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中，根据自然，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

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可以

做的事情，人人都必须有权利去做。[257]

从洛克自信的口吻看，在自然状态中，交到每个人手中的自然

法执行权，似乎足以确保自然法发挥作用，为自然状态中人的和平

与安全提供有效的道德基础。难道洛克的自然法执行权不是继承格

老秀斯开辟的方向，成功地实现了通过社会性自爱解决苏亚雷斯难

题的设想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洛克的这

一学说。

首先，在自然状态中，这一执行权的目的是双重的。顾名思

义，自然法执行权，当然是为自然法找到了一个类似所有法律的惩

罚权力，借此“使大家都遵守自然法”。但事实上，洛克为这一执

行权首先列举的目的却是维护自然权利，“约束所有人不侵犯他人

的权利，也不互相伤害。”从《政府论》的论述中，自然法执行权

要保护的权利，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这些

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生来就与他人平等拥有的“完全自由的权

利”，或者说，他的“财产”。[258]从洛克的论述看，二者并无



冲突。在洛克的笔下，“侵犯他人权利”也就意味着冒犯自然法，

这种侵犯或冒犯的行为，表明这个人没有遵照上帝为人的行动设立

的“理性和共同衡平”的规则。因此，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或对个

人的伤害，都意味着“对人类的危险”。[259]洛克的分析清楚地

表明，自然法执行权之所以具有双重目的，是因为洛克能够将在自

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与“旨在全人类的和平和保存”的自然法

联系在一起，这一做法大体上与普芬多夫将自然状态道德化的方式

是一样的。因此，自然法执行权针对的罪行其实是双重的：既违反

了自然法的理性规则，又冒犯了个人的权利。

构成罪行的，是违法和偏离理性的正当规则，一个人如此堕

落，并宣布自己抛弃了人性的原则，已经成了一个有害的东西，此

外，通常还有对某个人施加的侵害，以及另一个人由于他违法而受

到损

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任何损害的人，除与他人共同享有的

惩罚权外，还享有要犯罪人赔偿损失的特殊权利。[260]因此，自

然状态下的每个人在执行自然法赋予的惩罚权力时，就既是在捍卫

自然法，也在保护受到侵害的个体的自然权利。在洛克的自然状态

下，在格老秀斯那里建立的主体性自然权利与他人对这一权利的相

应义务之间的社会性关联[261]，通过自然法执行权的方式，转变

为了个人主体权利与自然法义务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一步就同时完

成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自然法执行权的双重性还进一步体现在这一被界定为合法伤害

（lawfully do harm）的权力，是一种“自然权力”（natural

power）[262]，但也同时被视为是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具有的“权

利”（right）。从区分赔偿损失的“特殊权利”与和他人共有的

惩罚权来看，自然法执行权本身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的自然权

利。[263]只不过，因为在自然状态中，除上帝外，没有人具有凌

驾于他人的上位权力，也没有人享有对他人的管辖权，所有人都因

此平等地拥有了这项“自由”。洛克的自然法执行权，是否是一种

真正的“自然权利”，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洛克著作中的自然权

利问题。从定义看，没有任何道理将其排除在自然权利之外，毕竟

自然法的执行权，只是一项许可性的权利或自由，只要是人都有权

拥有，而并非责成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进入政治社会的时

候，个人也是自愿放弃这一权利，而在革命时，又会重拾这一权

利。[264]由此可见，自然法执行权，本身就是一项自然权利。

不过，根据洛克的自然法学说，自然法执行权，却并非一种霍

布斯式的自然权利。因为这一权利的行使，是以自然法为尺

度，“根据冷静的理性和良

知的指示”（as calm reason and conscience dictate）来进

行惩罚，所以并非像在霍布斯那里是一种“绝对或任意的权

力”（Absolute or Arbitrary Power）。[265]然而自然法的执行

权，仍然是自然状态下一种“超出他人的权力”（apower over

another）[266]，而且完全是由个人作为法官来判断如何合理行

使[267]，甚至为了在自然状态下威慑其他人不至于犯下无法补偿

的侵害，自然法执行权可以以死刑来处罚罪犯。[268]自然法执行

权描绘的这一图景似乎并不能完全消除霍布斯笔下战争状态的阴



影。[269]唯一能使自然法执行权这项自然权利不至于导致一切人

对一切人的审判和战争的，只有自然法自身的理性规定，而自然法

的尺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约束人的偏私和残酷，其实取决于自然法

本身对每个人的义务能否让“冷静的理性和良知的指示”[270]控

制或约束“冲动的热情或自身意志的张狂”（the passinate

heat,or boundless extravagancyof his own will）。[271]而这

一点，最终仍然要依靠“每个人都是自然法……的裁判者、解释者

和执行者”[272]，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似乎难以摆脱这一恶性

循环的悖论，因此，自然法执行权并不能解消自然法义务基础面临

的困难，而这一在运用上“既不正常，又不确定”（irregular

and uncertain）的权力[273]，

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之间的暧昧角色，反而凸显了洛克自然法

学说中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之间的模糊关系。[274]或许正是出于这

一原因，洛克自己承认，自然法执行权的学说可谓“非常异议可怪

之论”（a very strange Doctrine）。[275]如果我们把这一学说

放在现代自然法学派对这一问题的整体讨论背景中，与霍布斯、格

老秀斯和普芬多夫这些现代自然法哲学家的有关学说略作对比，或

许会从中发现这一学说的“奇怪之处”。

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自然状态“没有可见的权力使人

敬服”，因此无法借助惩罚的恐惧来迫使人们履行信约或自然法。

惩罚的权力属于主权者。霍布斯描述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不幸处

境，根源正在于没有强制性权力防止自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自然

状态下的自然平等，使一个人不可能让另一个人拥有对他的暴力权

利。当然，霍布斯承认，在自然状态下，为了自我保存，一个人有

权做任何事情，而且有时霍布斯也认为，这种自然权利就是国家惩

罚权利的“根基”。[276]但霍布斯仿佛是针对洛克的自然法执行

权学说明确指出，这种在自然状态下施加暴力的权利，其意旨只是

为了自保，并无意于使另一方服从法律（哪怕是自然法），因此，

它不是惩罚，而只是一种敌意行为，是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标

志。从洛

克的角度看，否定自然法的执行权，正是霍布斯将自然状态与

战争状态混为一谈的真正根源。[277]与霍布斯不同，格老秀斯为

了证成“战争具有和和平一样的法权”，力图将适用于个别公民的

自然权利，延伸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权利和法并不只限于和平时

期，永久性的法权同样支配战争。[278]作为这种自然法权基础的

正当理性和社会性，都并不禁止或排除一切暴力；在不冒犯他人权

利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不义而使用暴力，没有什么不正义

的。[279]与我们这里的问题相关的是，格老秀斯认为，即使在法

庭设立之后，这种防止不义或伤害的自然权利仍然继续存在，在无

法诉诸司法保护的条件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正当地杀死一个入户行

窃的盗贼。这种格老秀斯称为“私人战争”的权利与自然权利并不

抵触。[280]但格老秀斯笔下这种正当的“私人战争”，其实是一

种“自卫权”（ius defensionis），直接来自自然所指示的自我

保存的权利，而非针对他人的不义或罪过本身，因此，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惩罚。[281]因为严格来说：“（惩罚的）权利属于谁，并

不是自然本身决定的，因为理性虽然指示可以惩罚作恶者，但却没

有指示谁应该去惩罚。”[282]



针对格老秀斯有关惩罚权的含糊回答，普芬多夫追随霍布斯明

确指出，既然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之间没有臣属关系，那么也就不

存在惩罚，惩罚权是主权的一部分。普芬多夫甚至据此批评霍布斯

在这一问题上有些自相矛盾—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保存权利

视为国家惩罚权利的基础，根本就是混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

西。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以战争方式对违法侵害进行补偿，或者

提防未来侵害，这些都不过是从潜在或实际受害者本人的自我保存

权利发展而来的自卫，因此外人绝对无权涉入。[283]虽然霍布

斯、格老秀斯和普芬多夫对自然状态下的战争和惩罚的理解，存在

广泛的分歧，特别是对自然状态下人的理性和社会性能否建立和平

状态，持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但他们几乎都从战争与自卫的角度来

理解自然状态下暴力的运用问题。无论是违法侵害的一方，还是自

卫防范的一方，暴力都是自我保存的手段，是一种“战争”行为，

而非和平状态下执行法律惩罚罪犯的行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暴力既属于自然权利的延伸，也暴露了这种自然权利的运用在自然

平等的状况下可能引发的冲突和恐惧。

在承认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平等和自然自由方面，洛克与现代自

然法学派的这些代表人物没有根本分歧。但洛克却坚持，在这样的

自然状态下，不仅每一个人必须保存自己，而且每个人还负责执行

自然法。这样，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不仅可以运用暴力反

抗侵害其权利的人，而且更进一步，甚至“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

人”。因此，与他的自然法前辈们不同，我们已经看到，在洛克的

学说中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权利：一种明确基于主体性自然权利

的自卫和对自己遭受的伤害谋求补偿的权利，而另一种则是自然法

的惩罚权。而政治社会中的惩罚权力，严格来说，来自于后者，而

不是前者。[284]因此，洛克所谓的“自然法的执行权”似乎赋予

了自

然状态下的人们一种自然法学者通常只愿意留给政治社会中实

定法执行的惩罚权力，否则按照洛克自己的讲法，“自然法就毫无

用处了”（in vain）。

也就是说，在洛克看来，如果在自然状态中，没有这种“自然

法的执行权”，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充当自然法的执行者，自

然法就失去了效力，根本不可能具有约束任何人的义务。洛克在这

里再次回到了现代自然法学派自苏亚雷斯综合以来的一个共同困

难：如果自然法不能找到执行这一法律的权力的话，自然法就成了

虚设的东西（in vain）。自然法执行权本身与其说是解决了这一

困难，不如说让这个困难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现代自然法

的危机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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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人为国家第六章人为国家

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

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土地的果实养育自己，并且

满意地生活，只有这样一条道路：所有人把他自己的权力和力量都

授予一个人，或者一个能通过多数意见把所有人的意志还原为一个

人意志的多人大会。这就等于是说，让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

大会来承担他们每个人的人格，而在那些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

的事务上，承担他们人格的这个人无论做了什么，或导致他人对它

做了什么，每个人都承认这些行动算是自己做出的，因此都将自己

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让自己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就不只是

合意或协同了，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每

个人和每个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每一个人都

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授权这个人或这个大会，并放弃我统治自

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

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

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Commonwealth，

在拉丁文中称为civitas。这就是大利维坦的诞生。[1]霍布斯对处

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体通过契约建立政治权力的这一著名描述，

几乎被公认是现代政治契约论或社会契约论的样板，标志着人

为意志论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开端。[2]契约国家论，虽然自从问世

就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和严厉的批评[3]，但它的核心思想却影响着

从洛克、卢梭直至康德和罗尔斯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契约国家论

及其建立的政治社会，即使不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于现代政治哲学

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其影响最大的学说了。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现代自然法学派建构的自然状态，作为

一个道德空间，虽然能够利用现代主体的自然权利，解体传统社会

的共同体纽带和生活方式，但却无法在这一空荡荡的“世界”中建

立自然法的有效支配。无论霍布斯从自然权利推演自然法的路径，

还是普芬多夫尝试建立的自然法的道德科学，都无法仅凭自然法的

理性指令或道德义务，就将自然状态转变为人可以长期和平生活的

状态。尽管对于自然状态是否是战争状态，霍布斯之后的自然法哲

学家很少有人肯于明确接受他的极端立场，但在自然状态的“世

界”中，无论理性自然法能否将人的自爱改造成社会性的道德，但

仅凭人性的自然理性和激情，仍然无法在其中长期安定地生活。必

须退出自然状态，进入人为的政治社会，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几乎一

致的结论。

因此，现代政治哲学发明的契约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政治

形式，而是当人的自然不足以为人安排安全的生活时，人不得不自

己发明制作出来的一种“生活”。如果依据人性的“自然状态”，

人本应不存在，或人就不值得活着，要在这一不可能性中开辟一种

生活的形态，就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取火，让人心生出盲目的

希望，来弥补人性命定的不足，忘记人绝望的命运。政治就是使不



希望，来弥补人性命定的不足，忘记人绝望的命运。政治就是使不

可能成为可能的技艺，这一技艺能从缺乏存在理由的道德空间中制

作出存在的事实。政治给人以希望[4]，但契约建立

的人为国家，对于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现代自然法

学派的契约国家论的分析，必须充分把握其规范性质，从而揭示出

人为生活方式的真正意涵。

22原初契约

在概念上，自然状态就是排除了政治的人性状态，因此，现代

政治哲学思考政治社会的性质，就势必要从政治社会建立的开端，

即建立国家的契约重新开始，政治社会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的人为产物。这意味着，对于现代自然法学派来说，一方面在原则

上要以自然状态学说作为政治社会的人性论的前提，但另一方面，

又不得不在规范性的生活方式上将人的所谓“自然状态”与政治社

会打成两截。现代政治哲学的这一“二本”方式赋予了建立国家的

理性契约以某种奠基性的规范意义。

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学说表明，仅凭人性的

自然力量，人与人无法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要建立稳定

安全的生活秩序，必须首先建立某种强制性的共同权力，借助惩罚

的恐惧，才能迫使大家信守和平。在霍布斯看来，人与人之间和平

生活的基础不是行动上的一致。许多人的意志在行动上达成的一致

只是霍布斯所谓的“合意”（consent），但“合意”仍然不

是“许多人具有一个意志”，每个人依旧具有他自己独立的意志，

只不过不同的意志趋向一致（concurrence或concourse），产生了

同一效果。[5]但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的联合，不能依靠人的欲望

或者行动的自然一致，而只能靠人为建立一个共同权力，借助共同

权力这种政治统一体，形成统一的意志。[6]契约国家论，作为霍

布斯对如何建立人为意志统一体这一问题的回答，被称为是“建立

这样一个共同

权力的唯一路径”。因此，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主旨来看，不

仅动物性欲望或激情的自然协同，或者个体特殊意志之间的某

种“联系”（conspiratioplurium voluntatum）[7]不足以确保人

类政治社会的和平秩序，单纯凭借自然暴力，比如征服，同样也不

能建立政治权威的统一意志。政治社会，作为统一意志的人为建

构，是人运用人性的质料制造的“人造人”（an

artificialman）。[8]现代自然法学派建立的政治秩序的理性基础

和道德基础，都与这一秩序如何将自然秩序中的人性制造为政治秩

序的“人造人”有关。

那么，自然状态中的个体创立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联合体，凭

借的是何种契约呢？

在霍布斯的契约论中，建立国家这一公民联合体是“一切人与

一切人的契约”，这一契约并不像传统契约那样是统治者或主权者

与臣民之间的契约。在霍布斯看来，在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前，主权



者尚未出现，当然不可能通过每个人与“君主”或主权者的契约来

建立国家。主权者作为公民联合体统一意志的体现，是“契约”的

一个结果，而不是订约方。换句话说，建立政治联合体的契约，就

是要创造出“主权者”，无论这一主权者由一个或多个自然人以某

种方式来承担，但主权者本身和这个政治联合体一样，都在某种意

义上是这一契约制作出来的产品，而不是制作者或材料。当然，在

霍布斯本人看来，将主权者排除在外还意味着，主权者的权利并非

来自他与臣民之间的契约，这样，在主权者这边就不存在违反契约

的问题，因此，臣民便不能以主权者违背契约为理由解除对他的服

从。[9]

无论在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下，霍布斯都明确否认存在臣民与

君主之间的契约，或个体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更不存在因此约束主

权者的义务。[10]主权者并非订约的一方，从而不受建立国家的契

约产生的各种义务的约束，是主权成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前

提。

霍布斯对建立国家的契约的这一理解，是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

契约传统的一次决裂。强调政治权威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契

约，可以说是一个在中世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哲学概念。[11]这

一较为传统的契约概念直至十七世纪末，还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有

很大的影响，英国光荣革命后的议会就指责失去王位的詹姆斯二世

违反了“国王与人民的原初契约”。[12]但霍布斯设想的契约是一

种全新的形式，其主要目的不是限制一方的权力，规定其义务，从

而保护另一方相应的权利，而是要建立一种在人的自然状态中根本

不存在的所谓“共同权力”，从而为拥有自然权利的各方之间通过

自愿交易建立可能的法律和政治关系提供一个前提。也就是说，霍

布斯在建立国家时关注的契约问题不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能够为

交易各方建立法律关系的普通契约，而是要创造一个克服自然状态

下的义务困境，从而使所有通过契约放弃权利，形成道德或法律义

务的行为成为可能的原初契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将建立

国家的原初契约或信约比作上帝创世的指令，“让我们造人

吧”。[13]

但将主权者排除在原初契约的订约环节之外，也会带来一个严

重的问题，臣民何以会对主权者具有服从的义务呢？[14]在一段被

广为引用的文字中，霍布斯指出：

如果人不知道他们的义务，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服从法律

呢？你会说，军队。但什么会强迫军队服从呢？军队不就是受过训

练的民兵团吗？前不久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中杀死奥斯曼的不就是

他的禁卫军吗，这不也是军队吗？[15]如果建立利维坦是为了压制

比希莫特（Behemoth）这只内乱的怪兽，那么臣民服从的义务就是

政治权威不可缺少的基础。霍布斯始终强调，通过契约建立的人为

政治权力，并不只靠自然暴力进行统治，而是依赖臣民服从的义

务。绝对权力不只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也意味着绝对地服

从。[16]利维坦的绝对权力表明，国家超越了自然状态中自然的暴

力或欺诈，是一种具有法权基础的统治权威。



在霍布斯看来，“使一切国家法（leges civiles）得以生效

的，我们对政治服从的义务……先于所有的国家法。”[17]臣民服

从政治权威的义务，是国家的实定法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规范前

提。而这一义务，既然是国家实定法的道德基础，那么就不可能来

自实定法本身，而只能来自建立国家的所谓原初契约。也就是说，

在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中，国家才是决定人能否退出自然状态的决

定性力量，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终止自然状态下的法权困境，建立真

正的道德义务，从而使所有法律在此规范基础上生效。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霍布斯的契约国家既是政治社会的开端，也是道

德世界的枢纽。因此，能否通过原初契约，建立臣民服从主权

者的道德义务，就成为决定人能否脱离自然状态，建立和平生活的

关键。

霍布斯为了确保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不受契约的约束，但同时又

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建立基于契约的服从义务，设计了一个复杂的

契约结构。简言之，在建立国家时，“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的契

约并非一次性的权利行为，而是通过两个个体之间的契约完成订约

双方各自的自由赠予的一组权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在形式上，

建国契约是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的双边契约，但在实质内容上，每

一个双边契约都包含了订约双方针对第三方的“自由赠

予”。[18]我们知道，根据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任何义务都只能

来自一个人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这种产生义务的权利让渡有

两种具体的方式，一种是相互让渡权利，这就是“契

约”（contract），而另一种则是单方面让渡权利，霍布斯称之

为“自由赠予”（free gift）。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同时结合了

这两种方式。

在建立国家时，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的是所谓相互让渡权利的

契约，但契约的内容却是放弃统治自己的权利，并将它授予未来的

主权者。这种“授予”就属于霍布斯的“自由赠予”。[19]建立国

家的这种单方面的权利赠予，无论是出于给予者自身的善意，还是

对未来主权者的尊荣，从而希望借此获得后者的服务，都建立了赠

予者对于被赠予者而言的“义务”。[20]因此，虽然在霍布斯的契

约论中，主权者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契约的订立，但未来臣民的权

利赠予却仍然是他相对于订约方的“应得物”（due）[21]，他借

此获得了未来臣民对其服从的义务。但臣民对未来主权者因赠予形

成的单边义务，是以臣民彼此之间让渡权利的契约建立的双边义务

为形式前提的，因此最终，臣民服从主权者的义务来自彼此订

立契约、让渡权利产生的义务。这样看来，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

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是一种双重的义务：

虽然主权是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约制定的，但这并不是主权

的权利所依赖的唯一义务。主权所依赖的还有人们对持有权力的人

的义务……靠这种个体之间达成的信约，个体彼此之间建立了义务

的约束；靠这种权利的赠予，他们负有尊重主权者的义务；主权是



通过对公民而言的双重义务而得到保卫的。一方面的义务是对其他

公民的，另一方面的义务是对主权者的。因此，无论多少公民都不

能合法地剥夺主权者的权力，除非主权者自己同意如此。[22]霍布

斯设计的包含自由赠予的契约结构，保证了通过契约建立的人为国

家，其权力，不是一种事实性的恣意权力[23]，而是一种基于臣民

对于主权者义务的规范性权力。

霍布斯为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设计的复杂结构，不仅是为了在

不妨碍主权者绝对权力的情况下建立国家的道德义务基础，更重要

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合理猜疑”导致的自然法困

境，从而能够让同样人性的人能从自然状态中理性地制造出人为国

家。

我们在讨论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时曾经指出，合理猜疑的存

在，使霍布斯无法完成从自然权利到自然法的过渡，彻底消除自然

法规定的“假

设”前提，在自然状态中建立约束人外在行为的自然法。因

此，单凭自然法的理性，无法使人退出自然状态。退出自然状态的

唯一方式是建立国家。但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国家并不是人与生俱

来，甚至先于每个个体存在的生活方式共同体，而是源于主体性自

然权利的人为产物，那么，同样作为自然权利的自由产物，国家作

为一种具有道德义务的规范性权力，如何能够逃脱和自然法其他理

性规定相类似的命运呢？要理解霍布斯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我

们先要明了困难的性质。

在自然状态下，之所以通过自然权利的让渡难以产生义务，是

因为合理猜疑的存在，无法建立有效的信约，特别是在涉及双边信

任的契约中。

而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正属于这样的情况。具体而言，个体彼

此之间建立国家的契约，并非即时交割的契约，而是延时交割

的“信约”。[24]在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中，针对主权者的权利让

渡，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双边契约生效时，使用的是表达现在意志

的语言，因此可以通过现在的自由赠予直接产生义务，不会产生任

何规范性的困难。也就是说，只要组成政治社会的人能够订立有效

的契约，主权者就会立即通过未来臣民的赠予，建立后者服从的义

务，从而奠定自身权力的规范基础。但这一契约虽然在内容上是针

对现在的自由赠予，但在形式上却是针对未来的双边权利让渡，即

包含双重信任的契约。在自然状态下的人，要彼此之间能够订立原

初契约，使自由赠予得以完成，就必须克服“双重信任的契约”会

因合理猜疑归于无效的霍布斯难题。

我们知道，原初契约实际上是在自然状态的“道德空间”中建

立的，在悬搁或解体了所有共同体纽带和规范秩序的这一空间中，

原初契约如何能够幸免于人性的不幸处境，建立使人脱离自然状态

处境的共同权力呢？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任何契约面临的



困难都在于缺乏共同权力的威慑，无法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契约履行

问题，从而难以克

服合理猜疑，使在包含双方信任的契约中，始终不能突破自然

权衡的意志悬隔状态，实现双方意志的一致，最终达成有效的信

约。而在政治社会中，当存在强制权力来约束违约方时，对另一方

不履约的恐惧就不再是合理的，信约的有效性也能够合乎理性地建

立起来。[25]但这一对政治社会和自然状态的比较，在凸显国家权

力对人和平生活意义的同时，不也否定了建立政治社会的可能性

吗？因为，对于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来说，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建立

这一强制性的共同权力，因此似乎也就不可能利用共同权力使自身

免除自然状态中的“合理猜疑”：

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

强制人们履约的政治权力建立之后才会开始。[26]霍布斯的“合理

猜疑”学说，使在没有共同权力的自然状态下，通过放弃权利、产

生义务的信约方式来建立这一权力，似乎面临不可克服的理性困

难。

面对这一困难，自然法帮不上什么忙。我们已经指出，霍布斯

的自然法是从主体性的自然权利出发建立的，因此，在自然状态

下，始终无法摆脱其“假设性”的前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霍

布斯明确指出，自然法只在“内心的法庭”或“良心的法庭”中具

有约束的义务，而在“外在的法庭”上，并不能始终发挥效

力：“人们不能假定，在自然法不被他人执行的情况下，人在自然

—也就是理性—的约束下，要去遵守所有自然法。”霍布斯始终认

为，“自然法的施行对于维持和平是必不可少的，而安全则对于自

然法的施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27]在“外在的法庭”中，只有

在遵守自然法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自然法才导致约束性的义

务。[28]

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无法从自然法那里借取额外的

义务约束力，来解决原初契约在订立有效信约、形成义务方面的困

难。事实上，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困难，乃至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

的危机，根源就在于自然状态中的这一人性困境及其法权形态。而

自然法本身并不能在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构成下解决这一道德问题，

这是政治社会的建立必须倚重原初契约的根源，但也由此产生了原

初契约本身的道德基础或法权基础的问题。

要理解霍布斯建立的人为国家的性质，首先要把握原初契约为

这一国家建立规范性的真正方式。试图将人造国家的规范基础奠定

在人性的某种自然品质，无论是激情（驯服人性中骄傲倾向的对暴

死的恐惧[29]，或是相反，人性中罕有的大度或尊贵[30]）还是理

性[31]，都低估了自然状态中的人性冲突和法权困境对以自然方式

构成政治社会规范性的根本制约，这样做等于否定了整个现代自然

法学派人性学说的前提。而试图赋予自然法作为神法的约束力，借

助隐含的神学政治假设为现代国家涂油加冕，则不得不将现代政治

看作是某种遗存或新造的道德神学的派生物，这无异于是世俗化命



题的翻版，不仅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原则有所龃龉，而且也不符合

霍布斯的宗教政治主张。[32]最终，忽视现代国家的规范性，将对

主权的义务基础直接等同于自我保存的权利，从而将臣民服从的义

务归为个体基于明智考虑的利己行为，等于完全取消了自然状态与

政治社会的分别，也无法

解释现代国家的道德生活形态。[33]事实上，这些解释努力都

与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原则有所抵触。如果我们在自然状态下能够

找到建国契约的义务前提，就等于承认人与人可以在没有强制权力

的威慑下，建立道德义务、正义原则乃至和平的秩序，那么，霍布

斯念念不忘的利维坦的绝对权力就不再是人类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

保证。而如果反之，将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等同于事实服从论，或

者认为“大利维坦”政治权力的基础，完全基于国家的实定法，乃

至主权者拥有的不可抗拒的自然暴力，不仅与霍布斯对“主权的权

利”以及臣民相应的服从义务的强调相冲突，也在根本上否定了自

然法提示的契约论的和平路径，将契约国家与自然征服在理论上混

为一谈。[34]或许，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事实，霍

布斯在讨论自然状态和自然法时，当他力图证明人性无法通过自然

力量建立和平的秩序，也无法单纯依靠自然法的理性规定通过信约

形成规范性义务时，似乎从未认为这些论述本身会危及契约国家论

本身，妨碍人通过契约建立主权的义务基础。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中

从未企图为创立国家这一“人造人”的契约行为提供一个具有普遍

意义的道德基础。在霍布斯笔下，试图退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

会的人，虽然想要模仿上帝造人，但他们说的只是“让我们造人

吧”，却忘了上帝造人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

在霍布斯笔下，契约国家的制造者，并不是神匠

（δημιουργó），手头没有

样式的图纸。[35]对于霍布斯来说，国家的规范性并不来自任

何先天的道德基础或自然的正当秩序，它的唯一根据和基础就是契

约行为的“Fiat”。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道德生活

的“造成状态”（Faktizität）就始于人为国家的原初契约这一决

定性的时刻。在这一刻，借助自然状态已经解体了传统纽带的“自

然人”，可以彻底摆脱人性的自然力量，以及各种先在的道德假

设，为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全新的开端。原初契约是现代道德生

活的原点，甚至是让一切道德原则暂时失效的奇点，想要为它提供

道德前提的任何努力都将被它所具有的开端力量所粉碎。

霍布斯为建立国家精心设计的契约结构，正是在自然状态下，

排除合理猜疑，解决“先行履约人”问题的一个人为装置。建立国

家时，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的契约，在形式上，也是一个包含双重

信任的契约，似乎难以逃脱合理猜疑的困境。然而，建国契约具有

独特的内容，即双方通过这一契约形式完成的是向未来主权者的自

由赠予。对于建立国家的自由赠予而言，恰恰不存在一般信约面临

的履约危险。在一般的信约中，先行履约的一方，在放弃自己的权

利后，无法保证尚未履约的另一方在未来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因而

在与另一方的可能冲突中就会因这一不确定性处于不利的处境，这



与自我保存的自然理性相悖。但在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中，虽然一

方放弃权利时是以另一方放弃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但订约的双方并

没有针对彼此放弃任何权利，而是同时针对尚未存在的国家或未来

的主权者放弃了一切可以放弃的权利，不再抗拒后者的行动，但他

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这样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先行履

约，而另一方却拒绝履约，那么就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双方意志的公

共人格，这样，先行履约方也就没有放弃统治自己的权利[36]，双

方其实就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之中，一旦发生冲突，他仍然可以动用

一切手段来对抗尚未履约的一方。因此，在面

对未来国家的“双重信任的契约”中，“先行履约方”较之尚

未履约的一方在原则上就不会处于不利的处境。因此，原初契约其

实并不会面临先行履约问题带来的合理猜疑。这一看起来有些出乎

意料的事实，揭示了原初契约的真正规范性质。原初契约实质是一

次制造使自身的规范性成为可能的权力的法权行为。原初契约的规

范性既不先于自身（原初契约并不依赖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也

不在建国行为之后（原初契约不能求助于尚未存在的实定法及其惩

罚），而是与共同权力一同诞生。

在原初契约中，改变自然状态下一般信约的义务困境的，正是

有待人为建立的国家及其共同权力。在通常的权利让渡中，契约的

订约方是自然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下，受人性的影

响，引发了理性的猜疑，从而无法形成信约义务。但在建国契约

中，权利让渡涉及的是国家这一尚未存在的人造物，它本身并不会

带来正当的疑惧。换句话说，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借助有待制造

的人为第三方，基于自然人性难以和平相处的个体，得以针对未来

建立了信任和义务。

但在建国契约中，人为第三方的制造，不仅是一个形成义务的

理性构建，同时也是一个从人的自然力量出发对共同权力的构建。

这一点对于理解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乃至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具有重

要意义。所有其他的契约或信约，乃至自然法的理性规定，其规范

性义务，都要靠独立于权利让渡行为之外的强制性权力来提供保

障。然而，建国契约与此不同，对这一权利让渡行为产生的义务，

其真正保障恰恰是这一权利行为的结果，即通过这一契约人为建立

的共同权力。无论试图在契约订立之前的自然法—神法或自然人性

中，还是在契约订立之后的实定法中，为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谋求

义务保障，都未能准确地把握现代政治哲学建立的人为国家的关键

所在。

我们在分析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时已经指出，霍布斯在讨论自

然法和契约产生的义务时反复强调，在自然状态下，因为缺乏强制

权力，自然法的施行欠缺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由此产生的合理猜

疑，不仅使包含双方信任的契约无效，也使自然法的理性规定难以

有力地约束人。[37]自然状态下义务的困境，根源就在于没有权力

能够保证将道德规范转变为能够有效约束个人的义务。霍布斯指

出：



那些以为自己是受到信约义务约束的人，似乎是因为这一点受

骗了，即他们未能区分那些经由言辞造成的义务（obligationes）

与那些由锁链造成的约束（ligationes）；而他们也没有想到，言

辞本身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在主权被制定，并武装起来以后，只有

在这时，借助这一如此巨大的权力（potestas）的力量，言语才变

成了锁链。[38]是主权的“权力”约束人们去服从自然法，履行信

约。[39]霍布斯并不否认，自然法和信约可能会产生道德义务，但

无论直接出于权利的放弃，还是来自自然法，任何义务的概念都包

含了两个环节，一个是理性和道德意义上的“义

务”（obligatio），另一个环节则是强迫人服从这一义务的约束

力。[40]要使义务能够约束具有自然人性的人，这两个环节缺一不

可。人走出自然

状态的政治之路，就是通过建立权力，形成真正的义务约束，

用人为的锁链束缚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绝对自由。

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的意义就在于，

将制造权力与形成义务结合在同一组（终止自然权利的）权利让渡

行为中，同时构成国家与其道德基础。在与“愚人”有关正义的争

辩中，霍布斯并不像“愚人”一样否定正义的存在，但是他坚持，

正义的出现，无法脱离共同权力的建立。[41]在霍布斯看来，在没

有建立政治权力时，包含双重信任的契约，并不足以构成正义，因

为这一契约中的承诺并没能真正成为信约。而要产生正义，“要么

一方率先履约，要么有权力使他们履约”，否则就与理性相

悖。[42]只有建立国家的契约，才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通

过人为第三方作为订约双方自由赠予的接受方，避免了合理猜疑对

信约权衡的影响，使努力寻求和平的人率先履约，从而形成契约的

义务基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针对这个人为第三方进行的自

由赠予或“授予”行为，同时也用以建立保障这一权利让渡产生的

义务的共同权力。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中，臣民的双重服从义务，

最终仍然要靠契约人为建立的国家权力来保障或维持其约束。所

以，霍布斯才指出，“与主权者拥有的绝对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是公

民的服从，统治国家必须要求多少服从，公民就服从到什么程

度……提供这种服从的义务并不直接来自我们将所有权利都转让给

国家的那一信约，而是间接地来自这一事实，即如果没有服从的

话，统治的权利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根本就不会形成国家。

”[43]建立国家的契约，通过建立共同权力，才能最终建立服从这

一权

力的义务。建立国家的契约，同时产生规范义务与约束性的权

力。霍布斯笔下的政治社会，在其道德基础和权力构成两个方面，

都是通过契约人为建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国契约是奠基性

的原初契约。这一契约不仅为国家主权奠立了双重的服从义务，同

时也建立了保证这一义务有效施行的共同权力。只有这一契约，作

为建立共同权力的权利让渡行为，才能有效地克服合理猜疑，脱离

自然状态下人性自身在理性和激情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权衡困境，

实现了意志的人为统一。建国契约作为原初契约，标志着以人为意



志论的方式终止了自然人性的困境，从而完成了从自然状态向人为

政治社会的跨越。而人为意志的契约建构之所以能够解决自然状态

下的义务困境，在于建国契约不仅形成了对人为权威的服从义务，

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这一权威的共同权力基础。试图脱离共同

权力的建立理解建国契约，忽视建国契约作为主权建立的奠基性特

征，将会误解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乃至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关键环节

和思想脉络。

23制度权力

在契约国家中，政治共同体的规范性与共同权力的制造同时产

生这一法权事实，凸显了权力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但这一权力

究竟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性意味着什么呢？

霍布斯无论在其自然状态理论中，还是自然法学说中，都反复

强调，在前政治社会中人类难以通过自然方式建立和平生活的症

结，就在于缺乏强制性的共同权力。而契约路径如何能够从自然状

态平等的个人能力出发，“建立”（instituo）或“制

定”（constituo）一个足以威慑所有人的“共同权力”，对于霍

布斯契约国家论的重要性来说，丝毫不亚于主权权利或者臣民服从

义务的形成这一规范性问题。

自然状态是一个权力世界，每个人都无休止地追求权力，从而

确保能在未来生活得好。自然能力的平等，也意味着希望和恐惧的

平等。自然状态下，平等者对权力的追求，本来是要在这一未来的

权力世界中确保自己的安全，但却因此造成了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敌

意。[44]自然状态下平等与权力的悖论，是自然状态成为战争状态

的人性根源。表面上看，霍布斯通过契约路径建立的强制性的共同

权力，并不会改变人无休止追求权力的自然本性，只不过在自然平

等的处境中，增加一个能够有效威慑所有人的绝对不平等的力量，

通过这一权力带来的恐惧，为人与人的共同生活提供人性自身无法

提供的和平秩序。而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打破

平等者之间权力困境的绝对权力，这一绝对权力作为自然平等的夷

平者，是平等者之间和平生活的有效保障。但如何从自然平等的自

然状态中建立或生成一种超出其他自然力量的绝对权力呢？

颇为悖谬的是，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唯一提到的打破

平等与权力的悖论，确立“权力不平等”的自然方式，就是“发生

战争”（nisi pereventum belli）。[45]只有在现实的战争中，

平等者对自身权力的希望或幻觉，才被直接克服，或者更准确地

说，暂时中止了。战争的事实，暂时搁置了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战

争状态。那么，在霍布斯描述的脱离自然状态的和平之路（自然法

与信约）与战争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我们带向了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相对受到

忽视的论述。虽然霍布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政治性学说，主张

建立共同权力的唯一道路（the only way to erect such a

common power）是契约的人为建构，但在霍布斯的政治著作中却提



到了两种获致这种共同权力的方式，即按约建立（institutio）和

以力获取（acquisitio）。按约建立的方式，是根据自然法的建议

人为地“制定”共同权力（a consilio et constitutione）；

而“以力获取”则是一种自然力量的生成方式，即通过自然权力和

力量构成的国家。霍布斯将前一种方式构成的国家称为“政治性国

家”

（civitas politicus），而将源于自然权力的国家，称为“自

然国家”（civitasnaturalis）。[46]该如何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

中国家权力形成的这两种方式与建立共同权力的唯一路径之间的字

面矛盾呢？

按照霍布斯自己的论述，这两种不同方式建立的国家，唯一的

差别在于二者的心理学基础不同，在按约建立的国家中，人们出于

彼此之间的恐惧选择他们的主权者，而在自然国家中，他们则是臣

服于他们恐惧的人，除此之外，两种国家在主权的权利和后果上完

全相同。[47]但霍布斯的这一论述掩盖了这两种国家更为根本的分

歧。

与“以力获取”的自然方式不同，在按约建立的人为方式中，

在建立前并不存在足以威慑未来臣民，从而带来恐惧的权力。因

此，“自然国家”与所谓“政治性国家”的关键不同在于，自然国

家是在自然状态下凭借自然权力或者自然力量产生的支配关系。

事实上，尽管强调自然平等，但霍布斯从不否认，在自然状态

下，仍然存在着在权力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

系。家庭、团伙和主奴关系都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类似占有性质的支

配关系（dominion/dominium）的例证。只不过，在自然状态下，

这些支配关系不稳定，不足以建立长久的和平秩序。这种自然权力

关系的不稳定在于这些将不同人联合在一起（conspiratio）的支

配关系，人数之少，力量之小，不足以在自然状态的战斗中能够始

终获得确定的胜利。但严格来说，这个理由算不上决定性的，因为

即便构成“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处于无法确保胜利或安全

的自然状态中。真正的理由其实在于这种支配关系内部的权力性

质。[48]尽管自然支配关系源于生殖或征服，但单凭自然力量虽然

可以获得权力，却不足以建立真正的支配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母亲对孩子的支配，不是直接来自生殖，而是来自孩子所谓的

同意。孩子有义务服从母

亲，也首先是因为后者的养育，而不是自然的生殖。这种养育

的前提是孩子假定接受了母亲的支配关系，以自己的服从来换取这

种养育，并承诺在长大后不会成为父母的敌人。换句话说，在母亲

对孩子的支配关系中，母亲不仅具有与孩子不平等的自然权力，而

且这种权力保存或保护了受到支配的孩子，而孩子则通过同意服从

被纳入到这一保护关系中。[49]霍布斯有关主奴关系的论述更加清

楚地表明了，在支配关系中，需要将自然暴力转变为一种包含义务

的服从关系。霍布斯指出，单纯战斗中的胜利并不能建立相对于被

征服者的支配权，这种权利的真正获取，是通过被征服者为了避免



当前的死亡，而订立信约，在保有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自由的情况

下，服从征服者的命令，成为后者的奴隶。关在监狱里，或者束缚

在有形的锁链中的俘虏，并没有通过义务的约束服从主人，他们逃

跑或杀死俘虏他们的人，都是正义的。但俘虏一旦为了生存和人身

自由，订立信约，成为忠实的奴隶，再这样做，就是冒犯信约，从

而是不正义。因此，霍布斯强调，“主人的权利，不是来自胜利本

身，而是来自被征服者的信约。他服从的义务，不是因为他被俘，

而是因为他自愿地臣服于俘获他的胜利者。”通过臣服契约，征服

结束了战争，开启了和平。[50]霍布斯对臣服契约的分析有助于我

们理解服从的义务与权力不平等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下，战争的发

生虽然可以分辨权力的不平等，但战争的事实却意味着人的自我保

存与绝对自由是彼此无法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无法成为人

们可以共同生活的状态，战争的事实本身无法克服平等者的生存困

境。自然国家通过臣服契约将战争的事实转变为和平的可能世界。

被征服者在承认超出平等的权力的同时，获得了生存与自由。臣服

契约用法律的“人为的锁链”（artificial chains）代替了自然

的直接暴力和强迫，建立了一种虽然限制被征服者的自然自由，但

却与其自由相容的生

活秩序。这一人为锁链就是所谓的“义务”，其本身虽然软

弱，但却能依靠被承认为不平等的权力的威慑，约束自然状态下的

平等者。政治社会的秩序，能够用义务的人为锁链代替了自然暴力

的前提，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最高权力（所谓“主权”）的出现。但

无论在政治性国家，还是所谓自然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并

非单纯的自然力量，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权力。即使是在战争中脱颖

而出的征服权力，一旦作为能够保护服从者的权力，也会和契约人

为建立的共同权力一样，都不是单纯的自然暴力，而是结合了义务

关系的权力。

但在将自然力量（生殖或征服）通过同意或信约转变为服从的

义务方面，霍布斯的自然国家的契约之路仍然与“政治性国家”的

契约之路存在一点决定性的不同，前者只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臣

服契约，而在后者则是一种结合了臣民彼此关系与其同未来主权者

的关系的统一契约。因此，前者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支配关系的人身

性质，而建立真正去自然化的政治服从义务。在建国契约上的这一

关键差异才是霍布斯在自然国家和政治性国家之间发现的恐惧心理

差异背后的规范意涵。

从国家权力的义务基础看，自然支配关系的臣服契约存在严重

的缺陷。

自然支配关系的征服契约，恰恰是霍布斯在人为建立国家时排

斥的契约形态，即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直接订立的契约。尽管霍

布斯坚持，在这种契约中，征服一方并没有因为被征服者一方的承

诺，而使自己受到义务的约束来宽恕后者的生命，他留给奴隶的生

命和身体自由，完全出于自身的自由裁量，除非他自己明确地在奴

隶臣服前承诺这一点，否则他就不受约束。用契约论的术语来说，

将征服转变为主奴关系的是主人单方面的信约。



但在这种主奴之间的契约形态中，当奴隶承诺不逃跑或不攻击

主人，主人用义务的无形约束代替了锁链的有形拘束时，主人仍然

需要信任奴隶。[51]

只不过，主人并不完全依靠奴隶言语上的承诺，而是借助自己

的权力所带来的恐惧，确保后者的服从。但通过臣服契约将战争中

的力量对比转变为对被征服者的人身权利，关键在于二者建立了基

于承诺（promise）的保护与服从的关系。但这种保护与服从的关

系所依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权者自身的自然权力，而不是双

方的共同权力，更不是主权者与其全部臣民的共同权力。臣服建立

的自然支配关系，只是扩大了主权者可以有效使用的手段，似乎并

没能真正改变他使用的权力的性质。这一权力，尽管通过义务转变

为一种权利，但似乎没能完全摆脱个人自然权利的色彩。[52]在这

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自然国家并没能有效地建立新的权力。在自

然国家中，主权仍然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确定而不可抗拒的权力

（potentiacerta et irresistibilis），这一权力在经过契约和

同意的法权化后，本身赋予了统治者以相对于不能抗拒这一权力的

人以统治和命令的权威。[53]自然国家的权力在政治化的程度上不

及政治性国家。

自然国家在权力建立上的弱点，源于臣服契约另一个更为严重

的缺陷。在这种支配关系中，因为缺乏被支配者彼此之间通过契约

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统治完全建立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人身

关系之上，支配关系的服从义务也完全基于在臣服契约中建立的被

支配者对于支配者个人的人身义务。这意味着，自然力量获得的政

治体，其实缺乏霍布斯在人为建立国家中谋求的“统一体”，而更

像是一束人身支配义务关系的集合，只有每个臣民对于同一个征服

者意志的臣服，欠缺意志的真正统一。

在这种从人身支配关系自然形成的国家中，国家权力类似个人

的财产权。[54]而这种充当国家权力的财产支配权（dominium），

在很大程度上只

是自然状态下对所有东西的自然权利的一个延伸。[55]从财产

支配权的角度看，通过自然暴力获取的主权仍然只是主人为了自身

自我保存可以动用的所有必要手段的一部分。自然支配关系的建立

只是便利了主人对被征服者的生命及其一切所有物的自由使用，但

因为征服者在自然状态下就已经拥有了这些权利，所以，这一支配

关系的建立并没有真正扩大主人的权利。

把自然国家的支配关系仅仅理解为这样一种自然权利的话，被

支配者就只不过是主人占有的某种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自然国家

虽然建立了强制性的权力，并通过臣服契约赋予了这一权力以义务

基础，但这一权力的“共同性”，却始终有所欠缺。[56]因此，虽

然霍布斯反复强调，主权者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一样，都是绝对权

力[57]，但通过征服或生殖的自然方式，其实仍然无法构成人为国

家的主权所要求的绝对权力。与人为国家的主权相比，孩子的母



亲，或者奴隶的主人，虽然具有裁决生死的专断权力，却似乎仍然

不够“绝对”。而要准确地说明现代人为国家的权力性质及其困

难，必须从自然征服式的意志臣服走向代表的意志统一，这是霍布

斯契约国家论的一个重大“发明”。

24代表与政治社会的统一性

虽然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许多主要思想，从《法的原理》，到

《论公民》

和《利维坦》，几乎一直保持不变，但学者们早就指出，一个

重要的例外就是“代表”的概念。《利维坦》英文版中最早系统表

述的代表理论是此前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及的。[58]虽然霍布斯并非

在政治哲学中最早引入“代表”概念的人[59]，但他的代表理论无

疑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以代表方式解决人为政治权力的统一性这一

问题最重要的开端。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通过联合在一起建

立和平的生活秩序，不能依靠人在行动上的一致或个别意志的吻

合，而必须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统一体。在《法的原理》中，霍布斯

将这一政治的统一体（union）描述为是“为了人们共同的和平、

防卫和利益，借助共同权力，而统一成为仿佛一个人（united as

one person by a common power）。这个高居在所有个别的人

（particular persons）之上的具有共同权力的统一体，只能通过

成员将其个人的“权力和力量”让渡给主权者来构成。不过，因为

在霍布斯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真的将自己的权力和力量让渡给

别人，别人也不可能接收权力和力量”，这一权利让渡不过是成员

放弃自己反抗主权者的权利。虽然这一论述已经具备了《利维坦》

中契约国家论的雏形，但对于“一群自然人（persons natural）

如何借助契约统一成为一个政治人或政治体（one person civil

or body politic）”，霍布斯却语焉不详；他虽然试图从法律人

格（one person in law）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但并没有明确界

定“自然人”（natural person）与“政治人”（civil person或

person politic）的区分。霍布斯仍然经常从自然人的角度来使用

person这个词，这表明person尚没有成为一个概念，所谓“政治

人”不过是在“比喻”意义上延伸自然人的一个说法，人为建立国

家需要的仍然是对自然人人性和目的的知识。而霍布斯关注的政治

共同体的意志统一，只能被描述为是许多人的意志被包含或容

纳在一个意志中（many wills are involved or included in the

will of one or more consenting）。[60]在《论公民》中，霍布

斯更明确地论述了国家作为政治人格的特征。在霍布斯看来，国家

之所以与具有自身权利和财产的个别的自然人（homines

particulares）不同，是一个“政治人格”（persona

civilis），就在于组成国家这一统一体的所有人都具有一个意

志。[61]但对于这一与自然人不同的“政治人格”的构成方式与规

定性特征，霍布斯并没有深入讨论，也并没有将契约的思想与这一

政治人格的构成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虽然《论公民》也是



将通过契约建立国家描述为每个人将权利让渡或者说赠予主权者，

但在论述中并没有过多探讨这一契约的具体方式和形态。[62]在分

析国家生成时，他更多是将政治统一体的构成理解为“每个人将其

意志臣服于另一方的意志”。[63]这与他在《法的原理》中对政治

共同体意志统一形式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说，直到《论

公民》时，政治性国家与自然国家的理论区分，并没有严格地建立

起来。

虽然在《利维坦》之前的这些著作中，霍布斯尚没有发展出系

统的代表理论，但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公共人格的概念，用来描

述契约人为建立的政治统一体的性质，特别是用来表达这种统一体

在意志上的统一。但在考察政治统一体的形成时，霍布斯论述的焦

点，仍然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其特殊意志如何能够达成一致。在

这一思路中，不仅将意志的臣服作为意志统一问题的主要答案，而

且在设想这一意志的臣服时主要是从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多数人决定

的角度来理解。[64]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霍布斯

的人民概念中。“人民”（populus）与“群

众”（multitudo）不同，是拥有单一意志的单一实体，成为国家

的公共人格，或者说，所谓“政治人”，其中包含了每个特殊个体

的意志。[65]但霍布斯认为，只要“自愿集合一起的一群人……受

到了多数人同意的约束”，就可以从彼此毫无关联的群众

（multitudo dissoluta）中识别出“人民”来。因此，在前期的

国家理论中，霍布斯把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路径看作是一种原始民

主制，将民主制视为政治社会的开端，贵族制和君主制都是处于民

主制中的人民通过多数人决定进一步让渡或转移主权的结

果。[66]虽然霍布斯强调，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的性质否定了人民

通过多数人的决定废黜君主的可能，但这一理论仍然给否定主权者

的绝对权力留下了理论上的可乘之机。[67]霍布斯前期国家理论的

这一“弱点”，究其根源，仍然是未能充分阐明建国契约的人为性

以及相应的奠基性质。《利维坦》中的“代表”概念，就是要进一

步完善“公共人格”的概念[68]，充分解决国家权力的意志统一问

题，从而最终澄清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所具有的人为特征。

《利维坦》中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论述，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

同的权力建立方式：

（1）“所有人把他自己的权力和力量都授予一个人”或“放弃

我统治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2）“每个

人都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让自己的判断服从他的判

断”；（3）“让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大会来承担他们每个

人的人格，而在那些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的事务上，承担他们

人格的这个人无论做了

什么，或导致他人对它做了什么，每个人都承认这些行动算是

自己做出的。”这三种方式都是要实现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个体之间

的意志统一。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放弃权利进行的“授予”或赠予。我们知

道，所谓“赠予”，并不能真的将“权力和力量”转移给共同权

力，而只不过意味着所有人都针对未来的主权者放弃了反抗其行为

的权利，即不再构成主权者权力运用的外在阻碍。在这个意义上，

未来的主权者成为政治社会中唯一仍然具有完备自然权利，并在行

使时，除危及臣民自我保存的极端情形外，不会遭遇外在障碍的

人[69]，但主权者相对于原来所在的自然状态而言，并没有因此增

加自己的权力。只不过，在霍布斯看来，主权者在自然状态原本

就“有权”使用所有人的权力和力量，他似乎根本无须增加自己的

权力，只需要不受个体通过权利放弃的“权力和力量”（potentia

et virius）的外在阻碍和限制，就可以在国家中成为绝对权力。

第二种方式将意志统一体的建立描述为一种直接的人身服从关

系。由此建立的权力，是一种有效针对每个人的支配关系。这其实

是霍布斯在《法的原理》和《论公民》的国家论述中通过臣服建立

统一体的主要思路。

但这种方式，与自然国家的臣服契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这

种方式，虽然能够将臣民的意志“包含或容纳”在主权者的意志

中，但仍然无法克服自然国家权力缺乏“共同性”的弱点。

如果说授予和臣服这两种方式，仍是霍布斯前期国家理论的继

续，那么第三种方式则超出了上述两种方式，通过人格的代表建立

了政治共同体意志统一的新形态。

霍布斯所描述的“代表”关系是通过所谓的“授权”建立的。

在《利维坦》中，建国契约，不只意味着权利的让渡或赠予，还进

一步通过权利让渡在订约双方与未来主权者之间建立了授权的关

系：“我授权（authorise）这个人或这个大会”。也就是说，在

建国契约中，每个人向未

来主权者赠予或授予了自我统治的权利，也同时“授权”这一

人为建立的主权者作为自己的“代表”。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将考虑言语和行动的责任归属

时[70]的人格（person），明确划分为“自然人格”（natural

person）和“人造人格”（artificial person），前者的言辞或

行动是属于他自己的，而后者则“代表另一个人（或者任何可以以

实际或虚拟的方式将言行归于它的其他东西）

的言辞和行动”。对于“人造人格”来说，霍布斯指出，“有

的人格，其言辞和行动为那些他们所代表（represent）的人承认

为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他们的人格（person）就是代行者

（actor），而被代表的，承认代表者言辞和行动的就是原作者

（author），代行者是凭借原作者的权威（authority）行事的。

”[71]建国契约中的“授权”内容，明确建立了每个订约人与未来

主权者之间的代表关系—每个未来臣民是“原作者”或“授权

者”（author），而主权者则是凭借“授权者”的“权

威”（authority）行事的“代行者”（actor）或者说“代表人



格”（representing person）。通过建国契约，主权者成为每个

臣民的代表（主权者是以臣民的名义行事），而臣民则要为主权者

的每个行为负责（臣民把主权者的每个行为都当作是自己的）。在

这一意义上，臣民对主权者的服从，不再仅仅是征服意义上的臣

服，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代表关系将人为国家权威的服

从基础，从契约订立时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义务以及对主权者的赠予

义务，又进一步延伸到每个人对自身的理性责任上。就这样，代表

者比征服者更有效

“原作者”在《利维坦》英文版中被称为是own代行者的言行

（xvi.4,拉丁版只称之为dominus）。因此，“原作者”和“代表

者”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言行的“所有者”和“行使者”之间的关

系（cf.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p.19）。但这一

占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归属，即行动归属（own up）原

作者（Vieira,The Elements of Representation in

Hobbes,p.151）。因此，霍布斯说，代表的行为对原作者构成了约

束，当他按照契约规定违反自然法时，是原作者而不是他这个代行

者要为此负责（Leviathan,xvi.5-6）。

地将臣民的意志“包含或容纳”在主权者的意志中。

建国契约通过“授权”所建立的主权者与臣民的代表关系，确

定了政治统一体的意志统一。根据霍布斯的团体人格理论，任何一

群人，只有具备代表（representative），才算是一个正规的团体

（regular system）。没有代表的人群，只是所谓人群的聚集（比

如汇流到市场中的人群），成员之间不具有彼此的义务，其行动来

自意志或倾向的相似性，而没有实现意志的真正统一。这样，从代

表的概念出发，霍布斯得以澄清了政治体（bodies politique）的

性质。任何一个具有法律人格（Persons in Law）或公共人格的政

治团体，都具有可以以团体的人格（the person of the Body）名

义行事的共同代表，代表的公共活动，组成团体的每个人都要为此

负责。

但国家与一般政治团体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其他政治团体只是

在某些方面针对特定的目的建立的统一体（union to any

particular design），因此这些团体的代表只是对组成成员

的“有限代表”，而国家的主权者则是每个臣民的“绝对代表”。

在国家这一政治体中，主权者作为绝对代表，意味着在和平生活的

所有方面，基于建国契约的授权行为，“他”都可以代表组成政治

社会的每个人行动。主权者作为绝对代表的人格特征，是建国契约

中每个人授权的直接结果。在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当每个

人都通过契约进行授权，并成功地与同一个人格（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的大会）都建立了代表关系时，建国契约也

就“将全体真正统一在唯一人格之中”（in personam unam vera

omnium unio）。[72]“统一的人格”就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统

一的标志。但没有在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的建国契约中，通过授权

构成主权者对每个人的绝对代表，也就无法将全体统一在国家的人



格中。因此，霍布斯通过契约路径人为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出发点

是体现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契约关系中的双边形式性联合

（societas），而终点则是体现在绝对性的共同代表身上的，以实

现和平和安

全这一集体保存目的的实质统一体（universitas）。原初契约

的形式性和代表的统一，共同规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特

征。[73]但建国契约通过人格代表关系建立的政治统一性，在公共

人格与代表人格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体现了霍布斯人为建立的

国家中无法清除的自然困境，也成为理解主权的绝对权力性质上不

可克服的困难。

一方面，通过契约中的授权，将所有人统一在一起的“唯一人

格”，就是霍布斯在之前作品中提到的“政治人格”，也就是国家

—“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multitudo illa una

persona est）。通过利维坦的公共人格的建立，这一群在自然状

态下彼此存在猜忌和敌意的“群众”，被整合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

体。国家的这个人格可以说是“所有公民一体的人格”（civium

cunctorum persona）。这一统一性在“大利维坦”诞生前并不存

在。国家的统一性，有赖于公共人格的建立。代表的概念完善了霍

布斯对公共人格概念的界定。主权者就是那个“承担国家的人

格”的人，主权被相应理解为他履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权

力。[74]但另一方面，霍布斯又始终强调，只有通过订立建国契约

的每个人对主权者的“授权”，确立主权者对他们每一个人的代表

（“承担了他们人格的这个人”[75]），才能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统

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

的统一性体现在主权者自身的单一人格上。用霍布斯的话说，

在出于安全和保护的目的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中，保卫人民的权力在

于他们的军队；而一支军队的力量，“在于国家的统一，而国家的

统一在于主权者的单一人格”（civitatis unitas ab unica

summam habentis potestatem persona）。[76]因此，在霍布斯这

里，是主权者作为代表者的单一人格，而非被代表者自身的统一

性，确保了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统一体”：

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的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

了单一人格；因为这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

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77]霍布斯依赖代表者的统一性来

建立政治统一体的统一意志，不仅与当时支持议会的共和派作家的

言论[78]以及其后洛克和卢梭通过人民整体（the bodyof the

people）建立国家统一体基础的做法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他放弃了

自己早先在《论公民》中通过“人民”概念理解国家的主权和公共

性的方式，不再简单地把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等同于原始民主制的

多数决定逻辑，而是更加明确地将这一统一性与主权者的统一人格

联系在一起，人民与多数决定原则被降格为一种决定谁来承担国家

公共人格的程序性手段。[79]从霍布斯构思契约国家论的主旨和结

构来看，借助代表关系和人格概念建立的具有统一人格的政治共同

体，无疑是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最重要的“产物”，它解决了自然



状态下平等的人之间相互联合的意志统一问题。

但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中，政治共同体的这种人格统一性，所

谓“国家的人格”，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主权者自身人格的统一

性实现的。公共人

格似乎只有在“承担国家的人格”的主权者现身的情况下，才

能出现，才能有所作为。[80]霍布斯强调，“除非通过其人格（即

主权者），国家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81]因此，在霍布斯

的政治哲学中，对主权者权利的讨论，就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分

析。在许多地方，主权者甚至被等同为国家的人格。大臣和将军代

表国家的人格行动，但听命的是主权者的意志，服从他的政治人

格；法官代表的是主权者的人格，他凭借主权权威的行为，都被视

为是“国家的行为”；而由公共权威派遣的外交人员，在国外代表

的也是主权者的人格。许多时候，当霍布斯提到“国家的人

格”时，他指的其实就是“国家的代表人格”。最终，君主自身甚

至就成了“国家的人格”（the Sovereign,which is the person

of the commonwealth）。[82]这样，在政治社会的公共舞台上，

君主人格就从代表或承担国家人格，逐渐成为了国家人格本身。在

《利维坦》（特别是英文版）中[83]，这一主权者自身人格相对于

公共人格的“现象学”优先性，甚至最终对后者在行动上的彻底替

代，都意味着，在霍布斯这里，“利维坦”的公共性，并不像在卢

梭或康德那里能通过某种总体或普遍的意志来实现，而必须让大家

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也就是承担公共人格的主权者的意志。

因此，霍布斯虽然承认，法律秩序作为政治共同体和平生活的保

障，其权威和力量都来自于所谓的“国家的意志”，但在霍布斯这

里，这个国家的意志只能是代表者—也就是主权者—的意

志。[84]因此，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中，是主权者的意志，而非任

何抽象的总体意志或理性意志，使利维坦超出了个人意志的自然协

同。撇开主权者的人格及其意志，国家没有意志，也就无法行动。

但如果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中，脱离了主权者这个灵魂，人造

的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85]，那么，主权者自身的自然属性，是否

会妨碍这部机器的正常工作呢？主权者并不是公共人格，而只

是“承担这一人格者”。任何承担公共人格的代表者，都因此同时

代表了两个人格，即一方面代表其自身的自然人格[86]，另一方面

代表公共人格或者说政治人格。[87]霍布斯承认，由于主权者同时

承担了公共人格和其自身的自然人格，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公共利

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并不

像传统政体分析一样关心不同政体在生活方式上的抉择和相应构成

的统治集团，而主要考察的却是不同政体会面临的所谓“不

便”。[88]霍布斯所谓的“不便”，其实就是人性给国家的制度权

力带来的不便，具体而言，就是统治者同时承担的自然人格对于公

共人格带来的干扰和影响，最终也就是自然人性给人为的政治秩序

带来的不便。毕竟，“人的状态从来不能避免这样或那样的不

便”。[89]而君主制与其他政体形式的优劣，不在于政治权力的性

质，只在于其代表公共人格时面临的自然人格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君主制因为能将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推进就

最大；但在自然继承方面的困难，又是这一人造机器获得“人为永

生”

（artificial eternity）的最大困难。[90]因此，即使就人为

建立的契约国家来看，通过授权和代表关系建立的政治统一体，虽

然超越了单纯通过权利放弃或赠予建立的意志臣服关系，但这一国

家的人格统一性，始终无法在人为性和公共性的建立和行使中，完

全摆脱自然人格的作用。主权者及其自然人格和意志，并不只是利

维坦这部人造机器中的幽灵，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统一性的形

式和灵魂。

霍布斯的人为政治秩序，在其根源，似乎仍然透露了自然人性

不可消除的身影。不过，自然人性对人为国家最致命的影响，体现

在利维坦的绝对权力的性质上，正是在这里，现代政治哲学建立的

新政治秩序面临着来自自身原则最大的困难。

25绝对权力：自然权利还是共同权力？

在《利维坦》的开头，霍布斯就向我们展现了国家作为人造机

器的恢弘图景。而这一机器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质料和制造者

都是人”。[91]契约国家在公共人格和自然人格关系上体现的人为

性与自然性的双重特征，其实不过是霍布斯的人造国家“人为理性

制造”与“人性作为质料”这一双重特征的反映。而霍布斯通过契

约建立的这一国家的主要特征，强制性的共同权力，从根本原则

看，始终未能摆脱这一双重性遗留的困难。

我们已经指出，如果仅从权利赠予的角度理解契约建立的人为

国家，其权力不可能超出主权者自身的原初权利。在这个意义上，

主权作为绝对权力，只是意味着，在主权者与臣民的关系中，在不

涉及臣民自我保存的

这等于说，当所有人通过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后，只有主权者一

个人仍然是身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洛克对绝对权力的批评敏锐

地指出了这一点：

这仿佛是当人们退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时，他们同意，除一人

在外，大家都应当受法律的约束，但他一个人仍然可以保留自然状

态中的全部自由，而这种自由由于他掌握权力而有所扩大，并因免

于受罚而变得肆无忌惮。这就是认为人们竟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

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

安全的。[92]不过，洛克的批评已经触及到这一对主权的“自

然”理解的缺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其在政

治社会中的自然自由，会“由于他掌握权力而有所扩

大”（increased with power）呢？

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权威的含混用法可以清楚看出他所

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根据权利放弃或赠予的逻辑，还是遵循

授权和代表的逻辑，主权者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任何行动，都源于个



体臣民作为“原作者”或“授权者”的“权威”，其根源是这些授

权者或赠予者自身的自然权利或自然自由。[93]然而另一方面，霍

布斯却同时指出，国家本身具有一

Gauthier认为，在授权和代表的关系中，授权者仍然保留了代

行者或代表者的所有权利，被授权的人只是获得这一权利的使用权

（The Logic ofLeviathan,pp.124,128）。这一点无疑强化了

从“所有权”（dominium）角度思考国家权力的倾向

（Hobbes,Leviathan,xvi.4;cf.De Homine,xv.2），进一步模糊了

主权的共同权力色彩，使人为国家与自然国家的界限变得更加含糊

不清。但从权威的概念看，Gauthier的说法只是触及了霍布斯“授

权”理论的一个侧面。在霍布斯的笔下，主权者的绝对代表使国家

和主权者的权威逐渐获得了某种相对于“授权者”的自主权威。这

一国家权威独立于国家的个人自然权利起源的权威自主性，正是国

家作为共同权力的真正体现，虽然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这一权

威的根源和性质都难以获得完全自圆其说的解释，但这一困难恰恰

揭示了霍布斯思想的真正动机和内在张力。而Gauthier的解释思

路，最终必然进一步放弃了霍布斯哲学的基本原则，从授权到“有

限授权”，最终将国家主权理解为洛克式的信托权力（TheLogic

of Leviathan,pp.170-7,esp.p.173，对比我们在第七章第29节的

讨论）。

种不可分割的“大权威”，这就是“主权”。主权并不是个别

权利的简单汇集，也不是个体权力的无限延伸。主权不可分割，意

味着主权是一种新产生的权威，它具有与自然权利的自我保存不同

的集体保存的理性目的。霍布斯甚至进而主张，主权者既然承担了

国家人格，所以他作为行为人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把国家看作原作

者。事实上，只有从人为国家创立的自主权威，而非订约个体的原

始权威角度，才能理解《利维坦》中广泛提及的国家和主权者的权

威，无论是规定臣民自由、限制各种政治团体的国家权威，还是国

家官员赖以执行公务的公共权威。[94]要理解国家的自主权威，就

必须回到霍布斯的主权学说。霍布斯对主权权利的分析表明，在将

绝对权力理解为通过契约人为建立的共同权力时，似乎并不能仅将

其看作一种与自我保存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权利。

霍布斯对人为国家的主权权利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讨论的并非具体的权利，而是在建国契约中建立的主权者与臣民的

关系，这是主权者所有具体权利的基础原则（第一项至第五项权

利）。主权的基础原则是围绕建国契约建立的代表关系：建国契约

是臣民之间的奠基性契约，主权因此不受任何其他形态的统治契约

的限制或规定；从臣民对主权者的授权出发，主权者成为臣民的代

表，使主权者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视为是臣民所为，从而排除了臣民

对主权者行为的限制或障碍；主权者对臣民不可能施加任何不正义

或侵害，后者也不可能惩罚前者，无论从道德或法权上，主权者具

有对臣民不受限制的行为自由。从霍布斯对主权的基础原则的阐述

可以看出，主权作为绝对权力，首先意味着从否定的角度看，是一

种不受其他契约形态限制的权利，也不可能受到不正义的指控和惩



罚的权利。

从权力运用的法权角度看，来自建国契约的主权是奠基性的，

在政治共同体中不存在可以限制其行为的更高权力。但能够发挥这

一奠基性作用的主权，必须通过授权和代表的关系，得以通过自身

意志统一地使用所有人的

力量。绝对权力的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霍布斯描述的主权的

各项具体权利中。[95]主权的各项具体权利，实际上就是主权者为

了维护所有人的和平与防卫所采取的必要手段，这些权利构成了霍

布斯主权论述的第二部分（第六项至第十二项）。主权的基础原则

强调主权作为绝对权力的不受限制，这种否定意义上的绝对权力，

体现了奠基性契约建立的主权者在赠予或授权中获得的不受干扰的

自由，与之相比，主权的具体权利直接描述了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和

平秩序所需的各种权力。但主权者为所有人提供的保护，或者

说“所有人的和平与防卫”，并不是自然状态下任何人的目的，因

此所需要的手段也不属于自然人的自然自由。因此，霍布斯指出，

这些权利都是“增添”（annexed to）到主权上的。其中包括管制

公共学说、制定法律、设立审判权力、决定和战、选任官员，乃至

奖惩和分配荣誉等权力，几乎包括了主权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权

力，严格来说，都不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而是与自然法建立

理性的和平生活秩序的各项规定相对应，将来自个体的力量转变为

实现社会性秩序的制度权力。主权者作为国家人格的承担者，才得

以拥有了这些制度权力，并因为他同时承担的自然人格有可能去滥

用这些权力。而缺乏这些权力及相应制度权力的统治者，很难说是

具有了最高权威的主权者，更不用说是拥有绝对权力了。这些具体

权利，虽然是“增添”到主权上的，但却已经与主权构成了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这些权利充分体现了主权作为共同权力的意

涵。[96]但主权作为共同权力在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中的根据何在

呢？

在主权者为了理性的集体保存而承担国家人格所增添的这些权

利中，最能体现霍布斯国家双重性的，莫过于惩罚权利了。霍布斯

建立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用惩罚威慑自然人性，从而将人从自

然状态带入和平社

会。但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中，主权者拥有的惩罚权的性质，

及其与臣民的自卫权之间潜在的冲突，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

困难。[97]《利维坦》在讨论惩罚问题时，明确将主权者的惩罚权

理解为一种自然权利：虽然臣民没有将自卫权让渡或赠予给主权

者，但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因

此，根本无须臣民给予主权者这一权利，而只需主权者自己一人留

有自然给予他的权利，这样在臣民放弃自己权利的情况下，“主权

者得到的权利，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的自然权利。”这

样，主权者在惩罚罪犯时具有完全的自然权利，“就如同他还处于

纯粹的自然状态中，处于每个人与其邻人的战争的状态中。

”[98]但考虑到霍布斯并不像格老秀斯和洛克一样承认存在自然法

的执行权，人的自然权利中并不包含惩罚的权利，因此似乎难以从



自然权利在政治社会中的存留来理解主权者的惩罚权利。而且将惩

罚权利等于自然权利，意味着构成政治统治秩序基础的每一次惩罚

行为，都将统治者与臣民重新带回到自然状态中，这无疑与霍布斯

在惩罚理论中始终强调的惩罚和敌意行为（act of hostility）的

区分不大一致。[99]但《利维坦》在讨论主权的基础原则时，也曾

尝试从代表的角度，而不是权利赠予的角度，来理解主权者的惩罚

权与臣民的自卫权之间的矛

盾。基于建国契约建立的授权关系，作为臣民所有行为的“代

表”，当主权者惩罚罪犯时，罪犯自己也是自身惩罚的“原作

者”或“授权者”，因此，惩罚可以看作是对自身不义行为的处

罚。[100]从这一角度看，主权者对臣民的惩罚权利体现了在政治

社会中行为的人为“代表”与“授权者”的自然人格之间的理性冲

突，并最终体现为可以借助授权使用集体权力的主权者与运用个人

能力自卫和反抗的臣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根据霍布斯的自我保存

学说，个人不可能对自己施加恶，个人也就不可能惩罚自己。因此

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对惩罚的这一代表式理解，尽管揭示了人为国

家构成后自然人格与公共权威在惩罚上的潜在张力，但却很难用来

在理论上论证惩罚权利的基础。这一论证更像是为了证明反叛的不

正义性，而不是证明惩罚本身的正义。

从惩罚权利的困难可以看出，通过授权和代表的概念建立的公

共人格，并不能完全摆脱构成人为国家的自然质料。这一公共人格

具有的强制性共同权力，仍然要么是“代行”参与订立原初契约的

臣民原本具有的自然权利，要么是主权者个人的自然自由在政治社

会中的存留。这两种基于自我保存和自然权利对惩罚权利的解释，

事实上都将惩罚权利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战争和征服的自然力量，

无法说明惩罚权利作为共同权力的真正性质。毕竟，“惩罚”不是

为了主权者个人的自我保存，而是为了“他们所有人的保

存”。[101]具体而言，“施加惩罚”的目的只是为了“矫正犯罪

者，或引导其他人”。也就是说，惩罚着眼的是未来的善，而不是

过去的恶。

这里蕴含了惩罚与报复的关键差别。在霍布斯看来，仅仅为了

报复而施加伤害，是与理性相悖的虚荣行为，这一出于虚荣施加的

伤害，实际上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带入了战争状态，违反了

和平的自然法。[102]因此，

作为惩罚权利基础的主权，不是主权者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生存

或征服的自然能力，而是其维持和平的政治能力或者共同权

力。[103]实际上，在《利维坦》中，还隐含了另一个有关惩罚权

利的论证，为理解主权的权利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也为思考霍

布斯契约国家论的义务和权力的困境提供了新的线索。我们在前面

已经指出，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作为奠基性的契约，其义务与保

障这一义务的约束力，虽然在概念上不同，但却不可分割，是在建

国契约中通过同一组权利行为构成的。因此，霍布斯在论述主权者

权利的重要段落中特别指出：



有人认为，任何君主的权力都来自信约，也就是有条件的。产

生这种意见，是因为没有理解这样一条简单的真理：信约，如果没

有约束、遏制、限制或保护任何人的力量，就不过是空洞的言辞；

信约的力量只能来自公共之剑，也就是来自具有主权的人或人的大

会手脚不受束缚这一点；主权者的行动得到全体的保证，并以全体

统一在主权者身上的力量来执行。[104]这段重要的论述提示我

们，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作为“全体统一在主权者身上的力量”，

是建立国家这一契约的规范性义务的真正保障。没有主权者不受束

缚的力量，“公共之剑”无法确保建国契约的义务真正具有约束

力，从而也就无法建立和平秩序的义务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行使

惩罚权利的强制权力，是主权的绝对权威“万无一失的标志”，主

权者只有借助这一权力，才能得以“规范和统治臣民的行

动”。[105]因此，主权者所拥有的这种“约束、遏制、限制或保

护任何人的力量”，作为一种不受束缚的绝对权力，就并不是自然

状态下平等者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而是通过建国契约

人为构成的“共同权力”。惩罚权利，和主权的其他权利一

样，都是为了维护建国契约建立的主权者与臣民的法权关系和服从

义务从而“增添”到主权者的权利。惩罚权利和所有其他主权权利

一样，是主权者保护臣民的权利，属于通过契约人为建立的制度权

力的一部分。[106]没有这一权利，也就没有保护和服从的相互关

系。因此，在霍布斯的惩罚定义中，惩罚明确规定为是由“公共权

威”施加的恶，而其目的是借助“恐惧”（terror）促使公民的意

志服从法律。从政治共同体意志统一的角度看，只有借助这一惩罚

的权力，主权者的意志才能指引国家机体各个部分及肢体的运动，

履行其服从的义务。所以，霍布斯才将惩罚视为国家这部机器的人

造“神经”，因为只有通过惩罚的神经作用，主权者的意志才能够

有效地成为构成政治统一体的各个部分的意志。而对于人为建立的

政治统一体来说，“惩罚的目的”，首先不在于强迫个人的意志，

而是“形塑（formare），乃至造就（facere）人的意志”。这才

是《利维坦》的第七自然法规定的惩罚针对未来善的和平目的，与

自然状态下的虚荣和残酷不同，不是仅仅对“自身权力和能力”的

想象。[107]在主权权利中，惩罚权利与政治共同体的意志统一有

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契约创立的人造人，维持意志统一需要一条足

以威慑和引导肢体的人造神经，才能推动构成统一体每个部分

的“努力”。

对惩罚权利的这一理解，与霍布斯论述臣民自由时的限制性条

件是一致的。在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利维坦中，臣民不仅没有义

务放弃自卫权，也不会控告自己，甚至拒绝当兵杀敌都并非不义。

不过，虽然霍布斯留给了绝对主权者的臣民这些自由，但他强调，

臣民行使这些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危及主权建立的目的，否则他无权

行使他的自然自由。[108]这一条件是否能有效地捍卫霍布斯的人

造国家不受个体自然自由的威胁，仍有待讨

论，但霍布斯施加的限制条件无疑确定了，通过契约建立的人

造国家，一旦建立后，就拥有超越个人自我保存和自然自由的权威



和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是和平的人造力量，而不是战争的自

然力量。从建国契约作为原初契约的义务和约束力之间的共生关系

出发，才能理解主权者具有的一种超出赠予、授权甚至代表的共同

权力，而丧失这一权力，将意味着信约的破坏和国家的瓦

解。[109]或许从制度权力的人为创立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授权

和代表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霍布斯的主张，主权者全部的

权威（potestas）和权利（iura）都来自建立国家的形

式。[110]从建国契约形成义务的角度来理解，主权者的权力，就

不仅仅是主权者对自然人格的自我保存所需要的手段的总和，而进

一步包括为保护所有臣民，实现所谓人群的和平保存所必需的各种

手段，这些正是主权者具有的维持和平秩序的一系列权利的真正基

础[111]，它们最早是由自然法在理性和良知上揭示出来的，然后

在建立国家的“制作”过程中具备相应的义务约束力。而且从保护

臣民双边信约的义务出发，主权者的绝对权力超越了自然国家的征

服权力，而与人为国家中所有人彼此之间通过建国契约建立的权利

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惩罚权利的真正性质，必须从霍布斯有关人为国家建立

法律，从而保障和平生活秩序的一般理论中来理解。主权者为了公

共和平与安全，才制定了法律，确立了你的和我的之分的财产权，

并用公共意义上的善恶取代了由个体的私人判断权决定的善恶，而

惩罚就是维持这一秩序、形塑人的意志的威慑力量。这些规定之所

以能够成为法律，因为主权者作为代表，以国家人格的名义发布命

令，只有国家才能制定法律，而我们的服从就是针对国家

的。[112]法律建立的公共善恶的规定，从概念上不可

能来自承担这一公共人格的主权者的自我保存和自然权利，而

只能来自国家的公共人格与国家的和平目的（人群的保存，而非自

然个体的自我保存）。从实定法与自然法的关系来看，国家的法律

规定不过是借助人为建立的共同权力，实现自然法的理性发现的和

平生活秩序。惩罚权利作为法律秩序的基本要素，只有从这一角度

出发才能获得充分的论证。[113]但问题在于，如果说霍布斯的惩

罚理论清楚地表明，人为国家的绝对权力，如果确实是足以威慑个

体的共同权力，使人能够在权衡中退出自然状态，遵循自然法进入

社会性的和平生活，就必须是超出自然权利的制度权力，然而在霍

布斯的理论架构中，除了授权、臣服和代表的方式外，并没有其他

建立权力的方式。严格来说，这些方式都将共同权力看作是主体性

自然权利的某种不受限制的延伸，这正是洛克的革命政治理论对霍

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表达猜忌和疑惧的地方，因为从原则上说，这

不过是自然状态下“合理猜疑”在政治社会中的继续。这一学说及

其后续在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从自然权利出发似

乎始终难以彻底退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的阴影，化身成绝对主义

的雾霾，在意识形态上或许会引发不同的反应，但其根源却是现代

人为国家难以彻底证成的合法性问题。

不过，对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来说，直接的困难体现在契约国

家的人为性与自然人性之间的张力。就共同权力的性质来看，与集



体保存的理性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主权者，应该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

人，而是能从自身中理解整个人类的人：“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

从自己的内心中了解的，就必须不是这个或那个特殊的人，而是人

类。”[114]然而在霍布斯这里，与政治人格

或者说公共人格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始终没有与自然人格联系

在一起的自然激情强烈（“人的激情一般比他们的理性更强有

力”）。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在君主制，还是在其他政体中，自然

人性都不仅在贪婪、腐败和虚荣方面制约公共人格的作用，而且在

继承等问题上直接威胁政治共同体的存亡。

这些自然人性带来的“不便”，还只是在建立人造国家的质料

（matter）方面的困难。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霍布斯的人造国

家而言，由于自然人性的无知与激情，从建立伊始就埋藏在这部机

器中的“自然死亡的诸多种子”，在根源上不仅限于质料上的缺

陷，而且涉及人作为这部机器的制作者或者引导者，从而使国家绝

对权力在“建立”方面存在不稳定和欠缺。[115]就霍布斯的人为

国家建立的和平秩序而言，这一根本缺陷恰恰来自于法律秩序的基

础—作为立法者的主权者。我们已经看到，在霍布斯的人造国家

中，政治共同体的意志统一，是通过人格代表实现的，但在人造国

家的舞台上，国家的人格无法脱离主权者自身的人格单独现身，因

此，国家的人为性与公共性，也最终无法彻底摆脱人的自然性。政

治社会凭借实定法律终止了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而国家的实定

法能够命令臣民，要求后者的服从，是因为它是以国家人格的名义

发布的。然而，在霍布斯的契约国家中，通过法律建立和平的生活

秩序，其最终基础仍然是具有个人意志的主权者：“国家并不是行

为人（person），除非通过代表（即主权者），没有能力做任何事

情；因此，主权者才是唯一的立法者。”但承担公共人格制定法律

的主权者，同时也承担着自身的自然人格。他的自然人格并不受制

于他通过法律建立的和平秩序：“他具有权力来制定和废除法律，

他也可以，在他乐意时，通过废除带给他麻烦的法律，或者制定新

的法律，让自己不受服从法律的限制，因此，他与之前一样自由。

”[116]最终，在霍布斯的国家中，即使是从理性的和平生活着

眼，人为建立的主权者，

仍[117]Hobbes,Leviathan,xix.4,xix.14,xxi.21,xxix.1-

2.[118]Hobbes,Leviathan,xxvi.2-6.

然像自然国家中的征服者，具有和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一样的

自由。人造国家这部机器中的自然灵魂，而不是这部机器的自然质

料，或许才是这部机器必死的真正病因。

26统一契约与臣服契约

虽然在霍布斯之前，格老秀斯已经模糊地暗示了通过契约建立

政治社会的基本思想[119]，但契约国家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霍布

斯系统阐述的。现代自然法学派在这方面都是霍布斯的孩子。只不

过，正如很少有人坚持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极端学说一样，大

多数自然法哲学家并不认为只有建立国家才能形成人与人的道德义



务与社会关系，格老秀斯、坎伯兰、普芬多夫和洛克等都认为，人

在自然状态中可以在没有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形成婚姻和家庭的义

务，建立财产所有制。但他们也都承认，即使在自然状态下可以形

成这样一些范围、强度和稳定性不一的社会性关系，但国家或政治

社会对于长期稳定的社会生活来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120]对

于建立国家这一“大型社会”（magna societas）或者“最完备的

社会”（perfectisima societas）的方式[121]，以及这一人为国

家的内部结构，尽管现代自然法哲学家在基本原则上都追随霍布斯

开创的基本方向[122]，但许多人试图通过修正建立人为国家的契

约环节，有意对霍布斯建立的绝对权力

多少施加某种限制。普芬多夫在这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尝试。

他的学说对苏格兰自然法学者、卢梭和德国法哲学都有不小的影

响。[123]考察普芬多夫对建立国家的契约形态的澄清，有助于我

们更好把握契约国家论与传统政治共同体理论的根本不同。

遵循霍布斯的精神，普芬多夫认为，要建立国家以防卫来自他

人的恶，关键在于意志和力量的统一（unio voluntatum et

virium）。意志的统一，方式不是“将所有人的意志以自然的方式

混合在一起；或者让一个人的意志有意愿的时候，所有其他人都停

止意愿；抑或以某种方式完全消除意志的自然差异和不同倾向”，

而是要让“每个人的意志都臣服一个人或一个会议的意志，从而后

者在意志上决定作为共同安全所必需的事情，会被作为所有每一个

人意志的决定”。[124]同样，要构成足以威慑所有人的权力，并

不能仅靠“将每个人的力量自然地混合在一起”，唯一能让一个人

拥有所有人力量的方式是，“所有人都有义务约束自身，使其力量

按照一个人的意志想要的方式来运用它们。”[125]从普芬多夫的

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建立的“意志和力量的统一”，是一种

具有规范意义的统一，而不是自然的结合。也就是说，只有当物理

意义上的人（personae physicae）结合成为一个“道德人

格”（una persona moralis），他们才从“个体”转变为“统一

体”。否则这些个体都依旧依照自己的意志和判断来行动，他们的

行为和义务都是自己做出的，他们在一起只不过是“群

众”（multitudo），并不能产生与个体行动不同的统一行动。而

要将自然平等的个体，他们的意志和力量统一在一起，使统一体具

有独立于个体的权利和行动，只能通过他

们之间达成的契约。[126]但在建立国家要达成的契约的数目和

种类方面，普芬多夫和霍布斯产生了分歧。普芬多夫认为，从个体

到最终建立完全的国家形式需要两次契约和一条法令：

第一个契约：“如果我们在头脑里设想，享有自然自由和平等

的一群人要建立一个国家，所有这些未来的公民必须首先作为个

体，每个人与每个人达成契约，表达他们想要结合成一个持久的集

体（in unum et perpetuumcoetum coire velint），根据共同的

建议和领导来管理他们的福利和安全。”政体形式的法令：“在这

个集体通过上述契约，创立一个国家初步的轮廓（rudimenta et

primordia civitatis）必须另外产生一条法令，有关引入何种形



式的政体。在政体形式不能构成之前，任何有关共同福利的事情都

不能以常规稳定的方式处置。”第二个契约：“在有关政体形式的

法令之后，需要一个新的契约，由此构成一个个体或集体承担这一

集体的政府。通过这一契约，统治者约束自己照看共同的安全和福

利，而其他人则约束自己要服从，这就构成了意志的臣服和统一，

由此，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人（una persona）。经过这一契

约，产生了完备的国家（perfecta civitas）。”[127]根据普芬

多夫的这一描述，从自然状态到国家政府的完全建立，经历了两个

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是通过第一个契约构成政治社会的统一体，

完成从物理个体到道德人格的转变；在第二个阶段，借助引入政府

形式的法令和第二个契约，为新国家设置政府形式，在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之间建立统治与服从的义务关系。第一个契约通常被称

为“统一契约”（pactum unionis），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社会契

约”；而第二个契约则因为建立了公民对统治者的意志臣服关系，

通常被称为“臣服契约”（pactum subjectionis）。[128]

普芬多夫描述的双重契约加一条法令的建国路径显然与我们系

统分析过的霍布斯的学说有许多不同。

首先，在普芬多夫这里，因为自然状态并非无法无天的绝对自

由状态，所以，建立政治社会的“统一契约”或“社会契约”也并

不像在霍布斯那里具有绝对开端的意义。普芬多夫刻意强调了这一

契约除了惩罚和外在强制的恐惧外，“还要加上来自神意指令，以

及誓言宗教神圣性的巨大力量”，普芬多夫认定，其中蕴含了改变

人心的主要效力。不过，在具体分析上，普芬多夫似乎也只是将这

一效力的影响视为是“权衡性的”，它与人心中邪恶的理由互较短

长。事实上，意志的联合还是要借助力量联合造成的强弱态势，而

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能够利用好公民的服从来引导和强迫

坏的，毕竟大部分公民仍然比较在意上帝的指令、他们承诺的信任

和誓言。仔细考察普芬多夫的理由会发现，事实上他赋予社会契约

的规范基础并没有超出霍布斯在论证自然法的假设性给出的权衡理

解。二者在契约的规范基础上的分歧，更多是修辞性的，而非原则

性的。[129]真正的分歧其实在于区分两次契约的理论意涵。将霍

布斯契约国家论中的一次契约分为两次，并在其中增加了引入政府

形式的法令，表面的意图是要在理论上更加严格地区分建立政治社

会基本轮廓的社会契约（从个体到道德人格）与这一政治社会采取

的具体政府形式及其统治者。但事实上，根据普芬多夫的主张，在

个体进入统一契约时，就有两种方式：

既可以“无条件地”（absolute）进入，即个体在进入集体

时，无论集体根据多数原则选择何种政府形式，他都将留在集体

中；也可以“有条件地”（conditione）进入，即个体在进入集体

时指定了他赞同的政府形式作为加入集体的条件。也就是说，政府

形式本身可以作为统一契约的某种条件性条款。在面对随后发布的

政府形式法令时，选择无条件进入统一契约的

个体，将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即使自己偏好不同的政体形式；



而选择有条件进入的，则因此不会成为未来国家的成员，也不受多

数人达成的政府形式协议的义务约束。[13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统一契约在普芬多夫这里，并没有将所有人一次性地带入政治

社会，对于政府形式的不同态度，至少使某些个体保留了退出这

一“政治社会的雏形”，继续享有其自然自由的权利。

而且，在普芬多夫这里，要完成国家的建立，这些选择进入政

治社会的人就要再签订一个臣服契约，从而建立主权者与臣民之间

的相互承诺。在契约国家中，臣服契约的存在，是与霍布斯政治哲

学的基本原则相悖的。普芬多夫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普芬多夫认

为，霍布斯担忧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契约，会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

为反叛和内乱提供借口，有些过虑了。在普芬多夫的申辩中，臣服

契约似乎不过是采用契约的形式规定了霍布斯在《利维坦》终篇描

述的“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the mutualrela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obedience）罢了。[131]虽然所有契约建立的义

务关系都对订约方施加了某种道德必然性，但臣服契约，就像主人

对奴隶，或父亲对儿子的权利一样，并不会免除后者服从前者的必

然性，因为臣服契约的独特性就在于，在这一契约中，臣服者应该

如何行事是由统治者规定的。普芬多夫这里似乎在提醒霍布斯，臣

服契约不过是承认了，任何现实存在的国家都包含了“自然国

家”的因素，而霍布斯自己也承认，后者是获致共同权力的一种方

式。普芬多夫因此宽慰霍布斯的信徒们，臣服契约并没有危及主权

者的统治权力和稳固地位：

除非主权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所有关切，在内心将自己视为臣民

的公敌，或者明显偏离了统治的常规，不能指控主权者冒犯了契

约。

而主权者只要满足了这一条件，公民就要承诺服从。而上述这

些情况都是主权者在其长期统治期间轻而易举就可以避免

的……[132]从经验的角度看，这一主张相当合理。普芬多夫也相

信自己建立国家的方法更自然，甚至更贴近历史的现实。普芬多夫

甚至承认，对于君主制来说，有可能只凭单一契约，就可以完成国

家的建立。[133]但普芬多夫与霍布斯的真正分歧，并不是民主制

和君主制的政体形式问题，在政治上持有保守立场的普芬多夫同样

欣赏君主制。更重要的问题是两个契约的区分给人为国家论带来的

意想不到的理论后果。

普芬多夫在分析社会契约建立的政治统一体时承认，在民主制

的情况下，因为签订契约的双方相同（尽管是作为不同的道德身

份），臣服契约并不容易识别，只有在政府形式是贵族制和君主制

时，臣服契约才清晰可辨。但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普芬多

夫在两个契约之间建立的政治社会的雏形，是一种根据多数原则运

行的原始民主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普芬多夫认为民主制是最古老

的政府形式。[134]普芬多夫的这一思路非常类似霍布斯在《法的

原理》中的基本构想。[135]在普芬多夫的两阶段国家建立模式

中，统一契约完成了政治统一体的构成，但在引入政府形式的法令

之前，这个通过统一契约构成的“集体”却没有确定的政府形式，



也没有明确的主权者，但正是这样一个“集体”可以根据多数原则

确定未来国家

的政府管治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主权者。这意味着，政治

社会可以在没有政府形式以及主权者的情况下，通过统一契约形成

一个社会性的共同体，这个通常被称为“人民”的集体具有某种先

于主权者的权力，在此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和主权者。[136]在普

芬多夫的两个契约的缝隙之间现身的这个“集体”，由此具有了一

种相对于主权者的治权而言更为基本的“制宪”权力，完全可能成

为未来对抗现行政府权力的理论基点。霍布斯后来之所以采取代表

理论解决政治统一体问题，就是预见到了这一致命的危险，力图在

人为国家诞生之前，就堵住可能导致这一国家解体的缺口。霍布斯

的担忧最终在洛克那里成了现实。

27正常国家与国际社会

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契约国家论决定性地规定了政治体的正当形

态。既然从主体性权利出发经个体之间的契约和同意才是唯一建立

国家的路径，而国际社会就是由这些“正常国家”组成的“社

会”，所有其他形态的政治体，都成为其中面目模糊、身份可疑的

待定“成员”，特别是那些无法再被理性重构为契约国家的传统帝

国。国家体系的去帝国化，在1648年正式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体系之后，更是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建立的“教随国

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的政教原则一同构成了现代国

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原则。[137]

因此，普芬多夫对日耳曼帝国处境的评价，“日耳曼是某种非

常规的政治体，就像一个怪物”[138]，就不仅关系到神圣罗马帝

国的“国家性”（Staatlichkeit）这一历史问题[139]，还触及到

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构成性原则。

也就是说，霍布斯率先表述的契约国家的主权原则能否作为判

定进入国际社会的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标准。[140]之前许多讨论神

圣罗马帝国的公法学家都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出发来判断国

家的正确形态和偏离形态。博丹虽然承认日耳曼帝国比威尼斯的政

体更加“混杂”，但仍将之看作是一个“纯粹的贵族

制”。[141]而普芬多夫则跳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从现代自然

法学派的思路重新解释帝国的政府形式问题。他断定，日耳曼的政

府、国家或帝国，包含了非常规的因素，无法像一般的政治学学者

那样将其归入任何单纯或正常的政府形式之下。[142]在理论上，

普芬多夫认为，所谓国家的“正常”或“常规”（regularitas

civitatis）在于：

其中每一个人都似乎是由一个灵魂所统治的，或者说，主权没

有分割，没有反对，在整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及各项事务，都由同一

意志所运用。[143]虽然根据承担主权的主体是一个人，一个由少

数人构成的会议，或全体公民构成的会议，普芬多夫依旧可以将所



谓“正常国家”纳入传统的政体类型学的框架中。但正常国家却与

古典最佳政体学说中的“正确政体”根本不同。[144]正如我们在

本书第1节就已经看到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体的“正确”与

否，与一个政治共同体选择的共同生活方式有关。而在普芬多夫这

里，国家的“正常”与否取决于其主权的形态。只有当国家主权符

合霍布斯为人为国家设立的统一原则（“主权没有分割，没有反

对，在整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及各项事务，都由同一意志所运

用”），国家才是正当的。“任何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同一灵魂或意

志，或者共同体中任何一个人似乎不是由主权所统治”，普芬多夫

都视为是“不正常的”或“非常规

的”（irregularium）。[145]对于当时试图为“帝国”辩护的混

合政体理论，普芬多夫认为，它们并未能真正说明主权的性质。

混合政体理论接受的政府形式中，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主权的

各个部分被分割，由不同人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团体独立行使，在他

们各自分管的部分，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独立行使这一权利，进行

相应的管理，但在主权的其他部分，则服从他人的意志；而另一种

则是主权并没有分散在多人之手，但在主权决定上，多数不能不考

虑哪怕极少数人的意志而采取最终行动，或者

运用某部分主权。在普芬多夫看来，这些混合形态，都在主权

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结。而“一个完备而正当的国家要

求，在这个国家中存在一个统一体，使所有事情的运转都仿佛出于

一个灵魂”。第一种混合形态，国家只有契约统一，却无单一主权

的纽带，因此，属于“不正常的国家”，脆弱，而且极易发生内

乱。第二种形态的混合，虽然情况稍好，但也仍然无法摆脱“不正

常”的色彩。[146]在普芬多夫看来，虽然人为国家的主权是通过

契约建立的，但在人为国家中，将不同的人的意志统一在一起的纽

带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契约（pactum），一个是主权

（imperium），而后者对人的约束更强有力。人如果只受契约约

束，实际上就是靠自然法来保证他们的协议，而一旦有人违反自然

法，退出契约，其他人即使要维护契约，除非通过暴力战争，并没

有有效手段来制裁违约方。因此，契约本身并非足够强有力的约

束。正是基于这一霍布斯式的原则，普芬多夫指出：

由上所述，很显然，最高主权的所有各个部分之间都应该联结

在一起，以至于从中夺取任何一个部分，都会破坏国家的正常形式

（regularis forma civitatis），从而使国家成为一个仅由不算

稳固的契约联合起来的非常规团体（irregulare

corpus）。[147]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普芬多夫判定正常国家的主

权原则来自霍布斯，甚至这一概念本身也出自霍布斯的著作。霍布

斯将国家中的法团（systems）划分为“正规”（regular）和“非

正规”（irregular）两种，只有当组成法团的成员与法团的公共

人格之间通过契约、同意和授权建立了代表关系，实现了意志的统

一，一个法团才是正规的法团。[148]而普芬多夫则将霍布斯根据

契约国家原则对法团性质的重新界定，又运用到了国

家的各种形态中，进而区分了正常国家与非正常国家，乃



至“国家法团”（systemata civitatum,systems of

states）。[149]因此，普芬多夫指出，虽然组成日耳曼帝国的各

个邦，都可以毫无困难直接确定其君主制的政府形式，但日耳曼帝

国本身，由于皇帝的懒惰和疏忽，各邦王侯的野心，以及教士的骚

动，加之各种内部的派系，却从一个正常的王国蜕变成一个不正常

的国家，现在它连一个有限王权的王国都根本算不上，而只不过是

一个“国家法团”，摇摆于联盟的整体性和各邦的自由之

间。[150]日耳曼帝国宪政上的“非常规性”，是“一种无法根

除，也不可治愈的疾病”，使其充满了纷争和内乱。皇帝的种种努

力，就是想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帝国、王国或君主制，而各邦却努

力争取获得更加充分的自由。而据普芬多夫的判断，因为败坏较之

重建更为容易，除非有巨大的变动，日耳曼帝国“不可能被改良或

转变为一个正当或正常王国的法律”，而会日趋类似一个邦联系

统，构成国家法团的各个部分越来越独立，甚至连国家法团的形态

都无法维持。[151]普芬多夫建立的国家正常的标准，对于我们理

解人为国家共同权力的性质，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普芬多夫在比较

日耳曼帝国与法国的力量与弱

点时指出，虽然就人与物的力量而言，日耳曼帝国在土地、人

口等诸多方面都远胜当时最繁荣的法国，但法国的力量在于它是一

个正常的国家，而日耳曼的弱点则在于它不过是许多独立邦国的联

合，根本无法将这些力量统一在一起。[152]虽然当时欧洲的其他

大国，比如不列颠，像莱布尼茨后来强调的那样，也在某种程度上

具有日耳曼国家结构的非常规之处，但不列颠的国王或女王是英格

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都承认的主权者，而日耳曼的皇帝在这方面也

自愧不如。因此，比起不列颠和联合省的情况，日耳曼要建立一个

有限的正常国家都面临似乎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153]撇开普芬

多夫为日耳曼帝国提出的国家正常化的具体建议，普芬多夫在对正

常国家的讨论中，关注的主要不是现代国家在领土、民族和宗教方

面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形式[154]，而是人为国家通过契约建立的主

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普芬多夫并不认为，单纯的契约足以保证

强有力的主权统一，这固然与他划分统一契约与臣服契约的做法有

关，但也暴露了现代人为国家的制度权力在其法权来源（契约）与

权力形态（主权结构）之间的潜在张力。

不过，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普芬多夫的“正常国家”论从现代

自然法学派的基本原则阐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建立的国际体

系。在这个新的国际体系中，正常国家，而不是传统帝国，以及各

种法团国家或“国家法团”，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无论这一“社

会”的支配原则是霍布斯式的，还是格老秀斯—洛克式，甚至是康

德式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在

根本上基于现代自然法学派阐述的“社会性”原则。[155]现代

国际公法，在原则上，是以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正常国家作为法律主

体，考虑它们之间在没有主权性国际权威的情况下，依靠私法意义

上的万民法（ius gentium）



的“同意”建立的各种基于自爱基础上的社会性关系。[156]虽

然霍布斯很早就将国际社会看作是自然状态的一个范例，洛克也有

类似的看法，但简单地将国际社会等同于自然状态，其实是自然状

态概念的“滥用”，忽视了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业已通过人

为契约和共同权力建立了权利主体之间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社会性关

系。如果国际社会以这样的正常国家作为其社会成员的基本标准，

那么国际社会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双层的社会关系；在国

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社会性关系与原初的权利个体之间的社会性

关系之间的潜在张力，是否能在今天仅仅通过霍布斯与格老秀斯对

社会性的不同理解就加以说明呢；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人类生活不

可消除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如何？对现代社会国际秩序的系统

考察和新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国际社会”概念及其背后的

自然法哲学前提，特别是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冲突背后隐含的对生活

理想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决定。[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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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革命政治第七章革命政治

尽管政治权威的颠覆和政治共同体的瓦解是政治哲学家们始终

关注的重大问题，但通过暴力变更政府形式的“革命”却是一个相

当新颖的现代概念。[1]这个概念并不同于古代希腊哲学家和历史

学家分析的“政体变动”甚至“内乱”[2]，马基雅维利津津乐道

的“阴谋”，甚至法国学者发明的“政变”（coup d’tat）这些

概念。在现代政治的话语中，这个词缓慢地从一个用来表达民众骚

乱的意大利地方俗语（rivuluzione）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

概念，代替政体问题，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3]从文艺复兴

到十七世纪，这个词在从意大利向英法扩散流传的过程

中，rivuluzione在政治上的新涵义逐渐与revolutio在天文学或自

然哲学中“转动”、“轮替”或“往复”的涵义结合在了一

起。[4]随后在十七世纪英国“清教革命”

期间，这个词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体现了神

意对地上事物的支配，从而从一种没有方向的自然循环变动，变成

了一种具有超政治意涵的政治行动。[5]在这一概念演变的过程

中，拉丁语的自然哲学因素和神学因素的加入，逐渐使这个出身卑

微的佛罗伦萨土语（造反）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

角色。

然而，构成现代“革命”概念的这三个因素之间，却包含了难

以克服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内乱”、“动荡”，还是“造

反”或“阴谋”，古典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尽管非常关心这些

问题，但他们的关心却始终和政体的保全联系在一起。“革

命”是“最佳政体”在时间上不可避免的败坏，或者是为了返回开

端，改变政体形式的一种势不得已的强制手段，因此，仍然从属于

最佳政体的问题。[6]但以“清教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激进政治思



想的出现，赋予了这种民众骚乱或者政府的危机以新的意涵，使它

们成为实现神意的某种政治工具。然而，即使有“神意”的指引，

地上仍然需要自身的秩序。这一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只能依赖人性，

而不是神意的佑护或者天使的智慧。那么，在这一“自然”的基础

上，革命的动荡，如何能够成为回复秩序的起点呢？现代自然法学

派为现代政治的这一棘手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初看上去，现代自然法学派似乎与现代政治的“革命”问题，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在自然状态学说、主体性自然权利概念，

甚至契约国家

理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激进思想的萌芽，但严格来说，

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主要倡导者，格老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都

算不上政治实践方面的激进人士。但正是在洛克的《政府论》中，

现代自然法学派第一次展现了其潜在的革命意涵。

在洛克的《政府论》之前，欧洲政治思想中不乏各种形式的反

抗理论。[7]但这些反抗理论，尽管一般将反抗权利追溯至国王权

力来自人民的中世纪政治观念，但却很少愿意把反抗的权利直接赋

予人民，更多是把废黜暴君的权利交给代议机构或行政官员。这种

谨慎的原因不外乎是人民直接反抗容易导致内战或其他比暴政更大

的危险。[8]这种反抗是宪政架构内政治的自我矫正，无论是通过

行政手段，还是借助代议机构。人民虽然在中世纪就早已在理论上

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但却并非革命的直接行动者。这是反抗，但

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政府论》的结论却是：个人

在参加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力，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议会重新回

到社会，而最终，“人民有权利，作为最高者来行动，由他们自己

继续掌管立法机构，或者建立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在旧的形式下把

立法机构交到他们认为好的新人手中。”[9]也就是说，人民具有

革命的权利。这一主张，不仅是《政府论》第十一章“论政府的解

体”的结论，而且可以看作



28对政府的疑惧

在洛克看来，革命的条件就是所谓“政府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Government）。在《政府论》的最后一章中，洛克

考察了政府解体的种种情形。与外来的征服相比[10]，洛克更关心

政府从内部的解体。这种解体，根据洛克的考察，主要可以从两

条“途径”入手分析：一条是所谓“立法权的变更”，另外一条则

是立法者或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信托关系。[11]洛克的这两条途径，

实际上以相互关联的方式，提供了理解革命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理

论角色的入手点。革命不再只是政体败坏或政府失灵的标志，也是

国家和社会最高权力构成的关键。

（一）两种政府最高权力洛克明确将立法权力界定为国家的最

高权力。立法权作为国家的灵魂，赋予后者以“形式、生命和统一

性”。建立立法权力，是社会的“首

要和根本的行为”；当社会将立法权置于某些人手中之后，它

就是神圣、不可变更的。因此，变更社会设立的立法权，就是改变

国家的“形式、生命和统一性”，自然会导致政府的解体。[12]立

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首先体现在通过制定具有永久义务的稳

定规则，支配社会生活，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在和平和安全中享

受他们各自的财产”，而立法权实现这一目的的“伟大工具和手

段”就是“向人民公布的，人人皆知的，持久有效的法律”，而不

是各种临时的命令。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依靠这种支配所有社会成员的持久有

效的法律，也使自身和统治者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这就是人“在政

府之下的自由”（Freedom of Men under Government）的主要意

涵：“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义务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

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内。”洛

克对具有持久效力的公布法律的强调，特别是将它与各种临时的，



不受限制的命令之间的对立，突出了立法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建立

的自由宪政秩序的稳定性。[13]不过，立法机关及其持久有效的法

律，之所以能够构成人们安享财产的保障，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社

会成员之间违法行为加以惩罚的规定。

没有这一点，立法权也就算不上是“生杀予夺”的大权了（the

legislativepower of life and death）。制定法律，正如洛克指

出的，实际上是“设置人世间的裁判者（a judge on earth），他

有权判定一切争端，并救济国家的任何成员可能遭受的损害”。既

然“人世间的裁判者”不可能在没有惩罚的条件下完成法律，执行

权的运用对于立法权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没

有执行权支持的立法权，根本无法成为财产和自由的保障。[14]而

执行权并不像后来的法哲学认为的，仅仅是适用立法机关所制定

的法律。[15]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立法权在宪政体制中的至

高地位，体现在保障自由与财产的关键作用上，而这一作用取决于

具备持久效力的法律，而不是立法者。可是，尽管立法权是最高权

力，但“必须经常加以执行，且具有持久效力的法律可以在短期内

制定”，因此，立法机构“既无经常存在的必要，经常存在也并不

方便”，“立法机关经常频繁集会，没有必要长时间持续的集会，

对于人民不能不说是一个负担，有时还必定会引起更危险的不利情

况”；而与之相对，为了保障这些法律的持久效力，负责惩罚的执

行机构却需要始终存在。这样，常设的执行权力，和非常设的立法

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6]立法权力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法律

的“持久有效”，但这一要求恰恰决定了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的不

同性质，即行使立法权力的机构是奠基性的，它在短期内制定了长

期有效的法律，但却不必也不应该“长时间持续的集会”，而相应

负责惩罚的执行权力，却需要通过常设机关来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

法律长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虽然立法权是国家的“灵

魂”与“形式”，但执行权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持国家政府运转、

构成人民整体的实际力量：



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被制定的，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

社会的约束，使国家的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应尽的职能，但这

完全停止的时候，政府也就以可见的方式停止了，人民就变成了没

有秩序或联系的杂乱群众。[17]在政治的实际运转中，执行权是政

府的可见形式，没有执行权的有效运作，

甚至人民都不再是有效的集体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这两种权

力，对政府形式的不同意义，构成了洛克理解英格兰混合体制的基

础。洛克对“立法权变更”的讨论虽然旨在揭示政府解体的一般原

则，并不限于任何特定的政府形式，但从具体分析看，洛克主要针

对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政体形态，即由君主、上院和下院共同掌管立

法权的混合体制：“立法权同时掌握在三种不同的人格

（persons）手中。”这种体制，除了一个由有任期的民选代表组

成的议会（下院）和一个由世袭贵族组成的议会（上院）以外，还

包含了“一个世袭的个人，他拥有经常性的最高执行权，以及与之

相伴随的，在一定期间内召集和解散其他二者的权力”。这个“世

袭的个人”—君主—既拥有持续发挥作用的最高执行权，又有权召

集或解散分享立法权的其他两个部分，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这

一“复合或混合的政府形式”运转的轴心。[18]洛克指出，一旦常

设的执行权力，系于一人之手，而这个人同时又分享立法权，那么

这个人，也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被称为“最高权力者”。

只不过，他的这个最高权力，不是出于立法意义上的最高权

力，而是因为他拥有“最高执行权”。臣民对他的效忠，也不是因

为他是最高立法者，而是作为法律的最高执行者。虽然君主是

在“执行权”方面被称为“最高权力者”，但如果他仅仅拥有执行

权，他就显然隶属立法者，并应该向立法者负责，立法者可以任意

改变或调换他：“因此，免于隶属关系的不是最高的执行权力，而

只有当最高执行权系于一个分享立法权的人才是这样，这个人既然

分享立法权，则除了他自己参加并同意的立法机构外，他并不隶属



于其他更高的立法机关，也没有这样的机关需要他为之负责。

”[19]从洛克对君主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并

不支持议会主权一派的宪政立场[20]，而是赋予君主在立法权方面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君主在这一宪政体制中的真正位置究竟是什么呢？君主的最

高权力是最

高执行权，但他之所以被称为是最高权力者，不隶属于其他权

力，却不仅因为他掌握了常设的执行权，而且还因为他分享了立法

权。如果君主仅仅具有最高执行权，仍然隶属立法权，是不能称

为“最高权力者”的。君主对立法权的分享，经常被认为是和否决

权联系在一起的。但洛克的实际讨论却多少超出了这一范围。洛克

此处关心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英格兰混合宪政体制在立法权方面的问

题，而毋宁说是现代国家的执行权实质具有的宪政意涵。[21]更进

一步说，涉及传统君主体制权力安排的人身性质与现代执行权力的

法治性质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专权专权是英格兰国王或者王位权力的核心部分，在英

格兰政治体制中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著名定

义，“专权这个词指的是国王依据其君王的尊位，可以凌驾于众人

之上，并且超出普通法的日常规定的，某种特殊的优先权。

”[22]英国的现代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澄清王位专权的法律性质（特别是其自然人身与抽象人格之

间的关系），厘定王位权力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起来

的。[23]专权揭示了君主在制定法之外，依据自然法直接行事的非

常规能力。[24]洛克对专权的讨论，秉承了同样的原则。

考虑到“人事的变化无常”，洛克指出，“立法者不能预见并

以法律规定一切对共同体有利的事情”，因此，拥有执行权的法律

执行者，就有权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没有做出规定的场合，“根据共



同的自然法，享有利用自然法为社会谋福利的权利。”这种权力就

是执行权在法律规定之外，甚至有时违背成文法律而依照自由裁量

进行行动的“专权”。只有借助这种权力，政府才能对那些不可预

见的，但却与公众有关的“偶然事故和紧急事态”做出反应。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专权”才真正贯彻了“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法

律”的基本原则。[25]专权的必然性，恰恰表明了立法机关

用来奠定政治秩序的“持久有效的法律”无法以一劳永逸的方

式扎紧保障财产和自由的篱笆。现代政治多变的“命运”需要另外

的力量来面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属于执行权的“专权”，和自然法支配下

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执行权一样，都是自由裁量权[26]；虽然一般

来说，洛克始终强调立法权力对于执行权力的统属，但这种“专

权”，就其定义而言，却恰恰不是对立法机构负责，而是对人民直

接负责。[27]因此，当具有专权的执行权力与立法机构发生冲突

时，在政府体制内就找不到具有超然地位的裁判者（作为最高权力

的立法权并不能裁判拥有专权的执行权力），只有人民作为“裁判

者”才能决定君主的专权是否使用得当，最终甚至只能由人民通

过“诉诸老天”（appeal to Heaven）来决定，也就是取决于所谓

的“革命权利”。

这样看来，洛克之所以称君主为“最高权力者”，背后真正的

考虑很可能是因为君主的执行权力（特别是“专权”）直接依据自

然法，在性质上类似自然法执行权，因此包含了某种与立法机构制

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政治权力来源的因

素。而现代政治中这一不可或缺的权力，也恰恰是最危险的权力。

如何在宪政体制中容纳但又约束现代国家的行政权力这种独特的作

用方式，无疑是洛克政治哲学中最富远见的部分。[28]

（三）绝对权力及其疑惧正是因为洛克敏锐地觉察到所谓“执



行权力”对于现代国家的关键意义，他才特别关注这一权力蕴藏的

巨大危险。根据洛克的分析，政府解体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拥有

最高国家权力的议会，而在于拥有最高执行权的君主。[29]不过，

在洛克看来，作为革命前提的政府解体，并非来自君主侵占本属他

人权力的“篡夺”（usurpation）。甚至古典作家普遍担忧的“僭

权”（tyranny），即“越权运用权力”（the exercise of power

beyond Right），也不会在所有时候都导致革命。在人民看来，许

多这样的损害可以诉诸法律手段，也就是诉诸政府权力本身，来获

得救济。[30]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洛克也明确承认，君主有

在法律之外，甚至违背法律行事的“专权”。那么，专权甚至僭权

和政府解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什么呢？

如果这些非法行为已使人民的大多数受到损害，或者在有些情

况中，尽管只是少数人受到危险和压迫，但先例和后果使所有人都

受到了威胁，他们相信他们的良心、他们的法律，从而他们的产

业、自由和生命，也许还包括他们的宗教，都处于危险之中，那我

就不知道该怎样阻止他们反抗运用到他们头上的非法暴力

了。[31]尽管“僭权”或者所谓“非法暴力”损害的范围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洛克注意到，不仅“管

治稍有疏失”并不会导致政府的解体，甚至“对于统治一方的重大

失误，许多错误和不适当的法律，乃至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

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只要“人民整体

并不以为事情与他们有关，一个或少数被压迫者就不可能动

摇政府”。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哪怕只有少数人受到侵害，

但当所有人都“相信”或“以为”他们受到了威胁，他们就可能起

身反抗。洛克断定，当人民“普遍疑惧”政府的时候，政府就陷入

到最危险的状态中。[32]但何以未受到侵害的人们会产生疑惧呢？

或者更进一步说，为什么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会最终转而诉诸自然状

态下的原初自由和权利，而不再信赖他们所建立的政府可能提供

的“政治”救济和补偿呢？洛克提醒我们，人民的疑惧，其根源与



君主执掌的权力的独特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

君主的执行权力，特别是君主的“专权”，本身就具有专断的

色彩（an Arbitrary Power），只不过就原则而言，它并不一定是

一种绝对的专断权力。但这种“专断”权力在行使时所具有的自由

裁量性质，使君主的意志并不像在明文法律中表现的共同体意志那

样明确清楚。正如洛克指出的，与君主的权力相比，“立法机关的

其他部分或人民，他们却不能自行企图变更立法机关，除非是发动

很容易引起注意的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叛乱。”也就是说，国家内

的任何其他权力，如果要改变政府形式，其行动往往是“公开的和

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君主所行使的权力来说，其真正企图或图

谋，是否“是为了造福人民而不是祸害人民”，人民往往无法确

知。正是怀疑君主试图发展“绝对权力”的图谋（design），才使

那些具体的私人侵害事件，本来可以为人民所容忍，现在却在人民

那里激起了普遍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人民把君主“僭权”视为“政

府的解体”或者说是君主的叛乱，从而导致了革命。因此，绝对权

力的图谋，是人民普遍疑惧的关键[33]：“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

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使其图谋为人民所

见”（make the design visible to the people）[34]，那么人

民就会

起身反抗。

因此，人民所疑惧的，不是个别统治者单纯的私利、贪权或僭

权，而是君主试图将其掌握的最高权力，一种具有专断色彩的执行

权隐蔽地发展成为“绝对、恣意、无限也不可受限制的权力”（an

Absolute,Arbitrary,Unlimited,and Unlimitable

Power）。[35]然而，在执行权发挥重大作用的现代政府形式下，

这种绝对权力的“图谋”，很容易被人民看作是君主作为“最高权

力者”的自然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洛克承认，君主在某种

意义上是“最高权力者”，但这种“最高”权力，实际上是由最高



执行权和君主分享的立法权共同构成的。现代君主在宪政体制中这

一模糊定位和多重角色，是“疑惧”的一个潜在原因。一旦人们认

为，君主不仅已经拥有了这两种权力，还试图“一身独揽立法权和

行政权”，那么他就从分享立法权力的“最高权力者”摇身一变，

成了“绝对君主”。[36]鉴于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君主的人性与普

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会像所有人一样喜爱“他自己的权力、利益或

强大”，那么，当他进一步拥有绝对权力时，他并不会表现出更多

的“对人类和社会真正的爱”。绝对权力不仅不会“纯洁人的气

质，矫正人性的卑劣”，相反，还会因为这种权力“会找出学说和

宗教来为他加于他的臣民的一切行为辩解，而刀剑可以立刻使一切

敢于质疑他的权力的人们保持缄默”，也就是说，绝对君主会变成

一个拥有完备的武力，但却因为“学说和宗教”的“逢

迎”（flattery）而品德更加败坏的人。而这样一个人带来的“所

有不幸和不便”，在绝对权力的情形下，不可能另有“裁判者”可

以求助。

甚至连问起如何“防止这一绝对统治者的暴力和压迫”，都会

被视为“谋反和叛变的呼声”，从而“死有余辜”。[37]从人性的

基本假定出发，证诸人类学或历史的实际观察，在执行权日益膨胀

的现代政治中，人们自然很容

易产生对绝对君主的疑惧。

人民对君主的“普遍疑惧”针对的是君主将自己掌管的权力从

分享立法权的最高执行权发展成为“绝对权力”的“图谋”或“企

图”。而对于人民来说，确定这一图谋的关键就是君主对财产的侵

犯—君主或立法机关试图“成为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财富的主人或

任意处分者”。人们加入政治社会，是为了保护财产，这使其非常

警惕危及这一权利的权力的扩张：“所以，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

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持久有效

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进行统治”[38]，君主的专权在性



质上就与人们为了保护财产建立政治社会的这种基本预期相冲突。

但之所以现代政治难以摆脱专权这种执行权力，根本原因是财产的

自由享用作为规定人世生活的基本方式促进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人自由而平等地使用自己财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根本前提，使现

代生活方式，宛如苏格拉底描述的民主政体一样，“异彩斑斓、五

光十色”。[39]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和动荡多变，使现代政治无法

将人的生活一劳永逸地完全纳入长期有效的法律规则之中，这正

是“人事变化无常”的真正根源。因此，无论专权的必要性，与专

权的潜在危险一样，都与保护财产作为政府目的之间有着内在的关

联。但既然财产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

和主要的目的”，那么，人民一旦“发现”君主建立绝对权力

的“图谋”，就会猜疑君主正在试图悄悄地改变政府的目的和形

式。[40]基于上述分析，洛克辩护说，真正试图颠覆政府的，并不

是察觉到这一意图而公开革命的人民，而是引发人民疑惧的君主：

因为叛乱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唯以政府的宪法和法律为根

据的权威；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

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truly and properly

Rebel）。因为，人民由于参加社会和组成公民政府已经排除了强

力，并采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他们之间的统一，这时

凡是违反法律重新使用强力的人，就是实行造反（Rebellare）—

即重新恢复战争状态—而成为真正的叛乱者。[41]无论立法机关，

还是君主，只要“用强力侵犯并试图废除”人民的权利和财产，就

是真正的“叛乱者”。[42]在洛克对“叛乱”的新定义中，真正的

叛乱者不是人民，而是君主或立法机关。这一理论上的“造反”是

洛克证成革命权利的关键一步。

但人们不免疑虑，洛克在革命和政府理论方面的“颠覆”，难

道不是本身就将巨大的“疑惧”因素带入到现代政治之中吗？传统

对“革命”和“造反”的理解，是与针对君主个人的“阴



谋”（conspiracy）联系在一起[43]；而与此相对，君主治国却不

能完全依靠公开的手段（arcana imperii）。[44]通过洛克对“叛

乱”的重新界定，革命将“治国秘术”与造反或颠覆的“阴谋”颠

倒过来，合二为一，成为困扰现代政治的根本“疑惧”。

而如果说对“绝对权力”的“图谋”的疑惧，是政府解体、人

民革命的主要原因，那么其根源正体现在君主身上的现代国家最高

执行权力的悖谬特点：君主的最高执行权力，特别是超出普通法律

—即立法机关“向人民公布的，人人皆知的，持久有效的法律”—

日常规定的“专权”，既是面对现代社会中“人事的变化无常”，

从而有效确保人民福祉的便宜手段，却又同时是蚕食和威胁人民财

产的最大危险。君主的执行权注

定无法像公开的法律一样“显而易见”。对君主推行执行权，

尤其是“专权”的“图谋”、“企图”或“计划”，人民只能加以

猜测。而且根据洛克的革命理论，革命与战争权利一样，遵循先发

制人的逻辑[45]，人民不能等待这种“图谋”真正实行，绝对暴政

已经建立之后，才着手反抗，而是要在“对他们的危害尚未实施之

前就加以防止”[46]：

人类并不处于这样悲惨的状况，以致非到时机已过（too

late）

而无法寻求任何办法时才能采用这一补救方法。当旧的立法机

关由于受到压迫、阴谋诡计或被交给外国权力而消失以后，才告诉

人民说，他们可以为自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这不啻是

在病入膏肓（too late）已来不及救治的时候才对他们说可以希望

药到病除。事实上，这等于叫他们先成为奴隶，然后再争取自由；

在他们戴上枷锁以后，才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像自由人那样行

动。如果真就是这样，这是愚弄，而不是救济。如果人们在完全处

于暴政（tyranny）之下以前没有逃避暴政的任何方法，他们就不



能免遭暴政的迫害。因此他们不但享有摆脱暴政的权利，还享有防

止暴政的权利。[47]因此，面对君主隐秘的叛乱（“压迫、阴谋诡

计”），革命就不仅是人民“摆脱暴政的权利”，更是人民“防止

暴政的权利”，是“防范叛乱的最好保障和阻止叛乱的最可靠手

段”。[48]革命之所以不再只意味着政治的危机

或者社会的骚动，而是具有宪政意义的“防范”机制，正因为

革命是“先发制人”的暴力。[49]革命的这一性质，要求革命

在“病入膏肓”之前，能够见微知著，洞察绝对权力的“图

谋”或“企图”，用革命的暴力防止最终无药可救的危机或政治和

社会的彻底崩溃。作为宪政机制的革命权利的证成，也意味着政治

生活中猜忌与敌意的正当性。现代君主权力的根本性质，使其注定

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疑惧”。[50]洛克在《政府论》中以革

命的方式重新界定“叛乱”的努力，带来了一个对现代政治而言相

当悖谬的结果：君主有效推行最高执行权的努力，在根本上是和这

种权力潜在的普遍疑惧联系在一起的。针对这一悖谬，洛克主张，

是绝对主义的权力理论，而不是他的革命理论，将加剧现代政治

的“疑惧”，从而带来政府的解体和人民的革命。这一点特别体现

在洛克对费尔默的批评中。

（四）政治的理性时代在《政府论》上篇，针对费尔默主张的

神授绝对君父权论，洛克竭力证明，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亚当

所谓的“绝对支配”（absoluteDominion），无论是对其他生物、

妻子（夏娃），还是孩子，都是有限的权力，他并不能侵夺他人的

财产，更不用说生命与自由了，因此亚当作为家长并不具有绝对君

主式的权力，而且，也无法找到法律的理由或者历史文献的根据能

将这一不存在的“绝对权力”从亚当推及到现在在位的君

主。[51]从历史的角度看，洛克承认，国家最初一般都是在“一个

人的统治和管理之下”，“政府始于父亲”。在从家庭向政治社会

过渡的过程中，无论



从被统治者者的信任，还是自身的能力，父亲都最适宜充任统

治者。但父权远非绝对权力。作为这个“小国家”（a little

Common-Wealth）中的“绝对君主”，家长拥有的不过是“一种非

常短暂分散的权力”（a very shatteredand short Power），在

时间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而且，虽然从家庭向国家的转变中，父

亲是自然意义上的统治者，但这种自然史意义上的家—国关联，在

洛克这里仍然受制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同意：父亲在政治意义上的统

治基于子女明确或隐含的同意；父亲充当统治者，仍然基于被统治

者的信任，与洛克对政府的理解在原则上并无冲突：“父亲的慈爱

使他们的财产和利益在他的照料下得到保障”；而且，政治自然史

中常见的早期君主国，越接近源头，一般来说都是选举性质

的。[52]但洛克对家长制的绝对君权理论提出的批评，并不只限于

对父权原则的澄清，而是在勾画从家庭向政治社会过渡的自然史过

程中，找到了对绝对君权理论更深入的批判：即其导致革命的可能

危险。这也是为什么洛克反复强调，费尔默倡导的这种“神圣权利

建立和佑护的绝对君主制”其实是一种创新性的理论。这种“绝对

权力”的新说不仅自相矛盾，实际上还是一种真正危险的学

说。[53]在洛克看来，之所以人们自然会选择一人支配的君主制作

为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儿时的习惯，还因为这种君主制反而是“最

简单明显”的（simple,and most obvious to Men）。君主制

的“便利和安全”（easie and safe），是因为：

经验既没有教导他们政府的种种形式，统治的野心和横暴也没

有教训他们提防专权的侵占和绝对权力的不端（the

Encroachmentsof Prerogative,or the Inconveniences of

Absolute Power），而这些权力，恰恰是其后君主制惯于主张，并

施加到他们头上的。所以，当

治的前理性阶段“有较好的统治者和不甚恶劣的臣

民”（better Governours,as well as less vicious

Subjects）；前者的标志在于并不试图伸张专权来压迫人民，而后



者的标志则在于并不挑战特权以削减或限制行政长官的权力。

因此，在这一政治的前理性阶段中，“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没有

关于统治者或政府问题的争斗”。而正是统治者的野心和臣民的猜

疑，或者用洛克本人的说法—“较糟的统治者和更恶劣的臣民”—

结束了这一天真时代：

可是到了后世，统治者在野心和奢侈的怂恿下，想要保持和增

长权力，却不去做这一权力赋予他们时所指定的事务，加之逢迎使

君主认为自己具有与他们的人民截然不同的利益，于是人们发觉有

必要更加小心地考察政府的起源和权利，找出一些办法来限制胡作

非为，并防止滥用权力。[54]“逢迎”在败坏政治黄金时代中统治

者与臣民的“信赖”关系方面发挥了双重作用：既助长了君主的野

心，又激发了人民的猜疑。“逢迎”可以说是暴君与刁民的催化

剂：使前者沦为“较糟的统治者”，让后者成为“更恶劣的臣

民”。我们前面看到，革命的根源在于人民对君主图谋绝对权力的

普遍猜疑，而这一猜疑的根源其实是现代政治中“专权”的必然

性。

在政治的前理性时代，并非没有这种“专权”。实情恰恰相

反。在“政府的襁褓阶段”，“政府差不多全是专权”（the

Government was almost allPrerogative），当时只有少数的制定

法律，大部分政治事务交由“统治者的裁量和审慎”来处理。明文

法律对君主使用“专权”的限制，恰恰是因为后者在“逢迎”下出

于私人目的而非公共福祉来运用这种权力。这样的君主在洛克看

来，是“暗弱之君”（weak princes）。而英格兰的历史告诉我

们，对于那些“最贤明善良的君主”，当人民观察到他们的行动具

有公

众福祉的倾向，反而会容许他们享有最大程度的专权。这

种“神一般的君主”（God-like princes），从未采纳绝对权力的



理论，但人民却有理由认为“应该欢迎这些君主在没有法律规定或

与法律的字面规定相抵触的场合有所作为，默认君主的所作所为，

并且没有丝毫怨言地让他们随意扩大他们的专权”。[55]但在绝对

主义的“逢迎”作用下，“简单明显”的君主制，反而成了最引人

猜疑的政体。专权的运用，从君主品德和明智的象征，变为野心的

工具。其实在洛克看来，即使“神一样的君主”也不能完全摆脱这

样的猜疑，因为虽然他们本人具有“上帝的智慧和善良品德”，也

不能保证他们的后继者具有同样的智慧和品德，而这些不那么贤良

的君主一旦援引“神一样的君主”的专权作为先例，就会导致最大

的危险。因此，在洛克看来，用实定法来限制专权，并非人民对专

权的蚕食，而不过是标志着统治者和臣民相互信赖的政治的纯真时

代的结束，人民需要理性地考察政府的起源、权利和种种形式，重

新规定那些“他们曾不加限定地交给君主或其祖先手中的权

力”。[56]政治的理性阶段是与对政府的猜疑联系在一起的，《政

府论》对政府的起源、权力和种种形态的小心考察，本身就是政治

超越了纯真和信赖的结果或标志。“逢迎”当然不是引发这种猜疑

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根源仍然在于生活方式

的改变。财产和生计方式的改变，特别是货币的引入，自然会催

生“邪恶的占有欲”（amor sceleratushabendi），而人的自然虚

荣和野心也会伴随权力的增长而增长，从而最终瓦解黄金时代的纯

真和诚实。[57]但在洛克看来，绝对主义的君权理论，用“绝

对”带来的光辉和诱惑来装点权力，刺激了人性本来就很强烈的自

然

野心，“使人们更加热衷于争权夺势，从而为无休止的纷争和

动乱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既使臣民遭受“暴政和压迫的最大不

幸”，也同样“动摇了君主们的称号，并震撼了君主们的宝

座”。[58]因此，这种绝对主义学说本身在“教导君主，使他们认

为自己具有与人们截然不同的利益”，而人们会更加努力“限制专

横，防止权力的滥用”。君主手中拥有的权威和暴力，加上周围人



的“逢迎”，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君主“最可能”成为叛乱者。绝对

君权的学说反而“为无休止的争斗和混乱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所

以在洛克看来，主张君主绝对权力的学说，就是引诱或者败坏君

主，同时引发人们猜忌，从而激发叛乱的学说，而相反，坚持人民

有权革命，从而以新的立法机关来重新为自己谋安全的学说，反而

成了“防范叛乱的最好保障和阻止叛乱的最可靠手段”。[59]

29财产、信托与人民权力

洛克分析政府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入手点是统治者与人民的信托

关系。

根据洛克对政府解体的分析，无论立法者，还是君主，行事有

悖于人民对他们的信托（Trust）之时，就是政府解体之

时。[60]借助普通法中“信托”这一法律手段，来理解君主的政治

地位，是英格兰宪政史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只不过，保皇党认

为，国王是受上帝的委托为了人民的福祉来执行统治，而激进派则

主张委托人和受益人都是人民，人民对君主有条件的效忠，正是基

于人民对君主的这种信托关系。[61]洛克的政治哲学将这一信托概

念与自然法的社会契约理论和同意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来解释政府

权力的性质和来源。正如基尔克指出的，在

实质上，这等于用私法的信托关系改造了普芬多夫所谓的“臣

服契约”。

但与从契约关系入手理解政府权力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在信托

关系中，受托方并没有直接建立与委托方的契约关系，它对后者承

担的是单边义务，保证维护受益方的权利不受任何他人的侵犯，在

信托关系中，并不强调受托方自身的权利。因此，严格来说，如果

将整个政治权力视为组成政治社会的个体财产或自然权利的信托的

话，不仅不存在主权者与人民的契约，而且即使没有完全取消主权

概念，主权概念也必须重新加以定义。[62]洛克虽然在《政府论》



中并没有走得这么远，但从信托角度理解政府权力，仍然是洛克思

想中颇为激进的一面。

根据这一信托理论，任何政治权力，就其根源，都来自更为基

础的权力，来自这种权力的所有者“明确或默许的委托”，因此，

其目的必定是为了后者的福利。政治权力不是根本的奠基性权力，

而是某种派生性的权力。思考政治权力的路径，必须从财产的构成

出发。洛克的这一信托理论不仅明确了财产是设置政府首要甚至唯

一的目的（“政府除了保护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且还

进一步将处置财产的私法模式延伸到政府的设立中。[63]从“信托

关系”的模式界定政府权力的性质无疑准确地勾画了洛克式“政

府”在私法和公法之间的含混地位。[64]财产作为政治社会的基础

以及各项权力的焦点，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限制，而是以

更为根本的方式重新厘定了政治权力在规定共同体生活方式方面的

意义。洛克仍然承认，立法权和执行权作为政府权力，是通过制定

和执行法律来引导人们的生活，人们根据这些稳定的规则来生

活。[65]然而政治权力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规定这一古典观念，在洛

克这里从

属于财产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对人们的指导，在原则上就

是“指导一个自由而理智的人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the

direction of a free and intelligentAgent to his proper

Interest），或者说“和平安全地享用他们的各种财产”。

立法权和执行权这样的政府权力借助法律来指导共同体或者说

国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本身取决于人自由处置其财产的生活。无

论对于人的生活，还是共同体的力量，财产都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概念。[66]财产权在洛克式的政治社会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多少可

以从他对费尔默相关论点的批评中看出。费尔默主张所谓“父权和

财产权共同构成了主权的源泉”（Fatherhood and Property

considered together as Fountainsof Sovereign）。在洛克对费



尔默学说自相矛盾和概念含糊的修辞攻击背后，真正的问题是财产

权与政治权力的分别。洛克反复强调，财产权和父权都不是政治性

支配权（political dominion）。当费尔默试图从亚当的“财产和

私人支配”（this Property and Private Dominion of Adam）中

推出“君权”（Monarchy）、“王室权威”（Royal

Authority）、“绝对支配”（AbsoluteDominion），甚至“决定

生死的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 of Life andDeath）时，洛

克断然指出，费尔默这里犯了双重错误，上帝赐予亚当的，只不过

是人相对于低等造物的某种“支配”[67]，它在根本上并非王权

（绝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而只不过指向了某种财产权；

而且，这种财产权意义上的“支配”是所有人类共享的，并非私人

性的。在洛克看来，费尔默显然未能澄清亚当的权威或者“支

配”究竟是财产性质的，还是政治性质的，也根本不理解亚当对其

他造物的“支配”，与他对夏娃及二人所生子女的“支配”，以及

与政治支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当费

尔默说，“政府的根据和原则必定要依赖财产权的起源”时，

他并没说错，只不过因为他既没有搞清楚“政府的根据和原

则”与“财产”的真正不同，也对“财产”的性质缺乏准确的理

解[68]，因此，他也不可能明白二者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究竟

是什么性质。[69]自从十四世纪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关于使徒贫困

的著名争论以来，财产的社会性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政治神学问

题，和现代主体性权利概念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70]人的自然

生活，是否涉及财产和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的权利乃至财

产，究竟是社会生活及其法律规定的产物，还是前政治性的，属于

人的自然禀赋甚至超自然的恩典，就成了考察政治共同体根源或目

的的关键问题。从这一脉络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论》上篇

洛克与费尔默那些表面琐碎的文字争论，与洛克在下篇探讨的核心

问题有着深刻的关联。

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财产首先是上帝赐予的，这种费尔默错



误地当成了亚当的“私人财产”的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对于

这种共有意义上的“财产”，所有人都可以“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

大好处而加以利用”。

在这个意义上，共有财产是与人的自我保存权利联系在一起

的。自我保存权利相对于共有意义的财产而言，是更基本的权利，

因为严格来说，“所有人对所有东西的财产权”并不能延伸到人自

己：“土地和一切低等造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

的人身享有一种财产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

利”（every Man has a Property in his own Person.Thisno

Body has any Right to but himself）。人对于自身的这种自我

所有权，而非费尔默以为的人对于土地和低等造物的“支配”，才

是“财产权的伟大基础”。事实上，对所谓“所有东西”的共有，

正是来自于人是自己的主人，

对自己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这一点：“凡是自己的主人，能

够主宰自己生活的人，也对保存这一生命的手段享有权利。”与这

种自我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保存，既建立了自我保存手段的共

有，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利用”这些共有的财产过程中构成私有

的财产。[71]私有财产的构成，关键在于劳动。从自我所有权出

发，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将所有物从自然的共有状态“变成自己

的”（appropriated）。[72]这种占有，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实现

的，不是政治性的，因此并不像在格老秀斯那里，需要人们“明确

或默许的协议”（pactum...aut

expressum...auttacitum）。[73]洛克认为，它甚至不大可能产生

社会性的争执。与政治权力下人们凭借法律的指导来生活不同，劳

动的生活是自由的，是个人—作为“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

或劳动的所有者”（Master of himself,and Proprietor of his

own Person,and the Actions or Labour of it）—将自然的共有

物转变为具有道德或社会色彩的私人“权利”的过程。因此，当费

尔默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中看到了“政府的原初授予”时，洛



克看到的却是，上帝命令人做“终生的劳动者”。[74]劳动作为人

最基础的活动，将自然转变成人的世界。但这一世界，首先是自由

人“自己的”，是其对自身的人身和自由的所有权的延伸。[75]如

果人的生活基本是围绕财产的享用和处置进行的话，那么这种生

活，就其

自然状态而言，并不需要凭借人的权威或实定法律这样的生活

规则来建立其准则和秩序，而是来源于自由的个人，面对上帝的赐

予或者自然自发的生产，在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生活”及其劳

动。虽然契约和同意是洛克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但私人财产的构

成，却无须任何人的同意，也无须“全体共有者之间的明确协

议”。[76]相对而言，政治社会的权力却是从每个个人尊重彼此的

财产这一点出发形成的，政治社会汇集的集体力量，最终只是为了

建立充分安全有效的规则，能够让“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属于

他自己的”。[77]人的社会性，并不是对这种财产形态的自由生活

的否定，而恰恰是其理性实现。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固然放弃

了“平等、自由和执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从财产规定的生

活方式立即转变为由政治权力（特别是持久有效的法律）规定的生

活方式。政府权力对这些信托或移交的权力的处置，仍然只是“出

于每个人更好地为自己保存其自由和财产的动机”，这就是洛克所

谓的“社会的善”（the good of the Society）或所谓“共

善”（thecommon Good）。对于人的生活来说，“篱

笆”（fence）终究不过是篱笆，而土地或艰苦的劳动，才是洛克

式个体的自由生活真正所在。[78]洛克的财产概念的政治哲学意

涵，不过是推进了我们在格老秀斯那里看到的自爱与社会性的结

合。但他用劳动的概念丰富了财产概念，为主体性自然权利赋予了

生活方式的意涵，这一努力与普芬多夫对前文明的自然状态的发

现，以及对“文化”（cultus）意义的强调，一同发展了社会性的

财产的基础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是洛克所谓的“信



托”。从信托的角度来看，政府解体的实质就是受托人违背了人民

的“信托”。具体来说，要么是受托人逾越了委托的权限，从而越

权使用人民委托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僭权”（tyranny），要

么是受托人利用委托的权力，转而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损害委托

人的利益。正如我们前面指出，在洛克看来，后者是决定革命的真

正原因。甚至，严格来说，只有当越权使用人民委托的权力，不

是“指向人民财产的保全”，而是旨在追求与人民利益不同的私人

利益时，这种越权才真正构成了“僭权”。[79]从信托关系的角度

来理解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统治者运用人民授予的权

力需要服务的所谓“公共的善”的真正性质：这种所谓公共的善，

不过是在相互保证的条件下稳定、安全地享用财产。[80]这种“公

共的善”本质上的私人性质，并没有因为财产意涵的扩大而有所改

变。洛克笔下的财产，包含了“生命、自由和地

产”（Lives,Liberties and Estates），甚至一个人的一切，而

这不过是确保了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财产。绝对权力的政治理

论，必然要假定一个与这些私人财产享用不同的利益，从而在根本

上威胁了洛克式政府的社会基础。[81]在洛克看来，立法机构是在

人们的同意下建立的，它受人民的委托来制定法律，从而借助立法

机构正式公布的法律来确保人民能够享有和保障他们的财产。而这

种信托关系，也同样存在于执行者与人民之间，特别是君主与人民

之间。因此，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君主，就和人民建立了一

种“双重信托”关系（double trust）。[82]从信托关系的角度

看，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都来自人民：人民将最高

权力授予立法机关；但同时又授予执行权力召集立法机关依照

正当形式进行选举和集会的权力；甚至在立法机关的组织办法因为

世事的变动而不再适用时，变更立法机关构成的方式。但无论是执

行权力召集议会和安排选举的权力，还是其调整立法机关代表比例

的权力，都并没有使执行权力成为凌驾于立法权力之上的“最高权

力”。原因就在于，二者仍然都是人民的委托权力。[83]根据洛克



的原初契约—信托—政府解体的理论，真正的最高权力，既不是作

为最高执行者的君主，也不是受委托制定法律的最高立法机关，而

是人民：

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并根据自己本性—即为了保全共同

体—而行动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种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

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隶属地位，但既然立法权只是一种为了

某些目的而行使的受信托的权力（a fiduciary power to act

forcertain ends），那么在人民那里，就仍然存在一种最高权

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违背他们交给立法者的信托时，可以用来

废除或变更立法者。因为所有为达到某种目的通过信托而给予的权

力，受限于这一目的，一旦这一目的明显被忽视或反对，这一信托

关系就必然被取消，而权力就回到当初授权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

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益于他们安全和保障的人。因此共同体

始终保留了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人或机构（甚至他

们的立法者）

的企图或图谋。[84]因此，在洛克的政府分析中，在最高的立

法权，以及君主通过掌握最高执行权并分享立法权而拥有的“最高

权力”之外，还有第三种最高权力，这

就是人民的最高权力。考虑到立法机关的最高权力和君主的最

高执行权，都来自于人民的委托或授权，那么人民的最高权力，是

本原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是一种根本权力。

但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在性质上却与另外两种最高权力不

同。无论是非常设的立法权力，还是分享立法权力、执掌专权的最

高执行权，都是政府运作的权力，是政治社会建立后，在契约—同

意—信托关系的基础上人为设置的权力。这两种最高权力，都是

被“建立”的国家（ConstitutedCommonwealth）的一部分。而人

民的根本权力则不同，它直接源于自然状态中人们的原初权力，就



其根源而言，人民的这种根本权力是先于“政治”的。但就其性质

而言，这种权力却并非自然状态下的个体权力，而是某种先于政府

的共同体权力，因此，仍然是一种政治权力。所以，洛克才在我们

刚刚引用的这段话结尾指出：“共同体在这方面总是最高的权力，

但不是就共同体处于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因为这种人民的权力只

有当政府解体时才发生作用。”而在社会构成政府后，只要政府存

在，严格来说，人民的这一权力就无法得以行使。[85]在政治社会

建立后，仍然隐藏了这样一种似乎很少现身的最高权力，对于人的

生活而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洛克政治哲学的意图是要建立人民的革命权利，而这种人民似

乎很少有机会行使的最高权力正是革命权利的基础。在洛克看来，

人民的共同体始终保有这一权力。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君主，背弃

信托关系，图谋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就成了人民所拥有的最重要的

救济方式：

立法机关一旦侵犯了社会的这个基本规则，并因野心、恐惧、

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握有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

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力和地产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托

的行

为而丧失了人民出于相反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这一权力便

归属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初自由的权利（Right to resume

theiroriginal Liberty），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

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

的。我在这里有关立法机关的一般论述也适用于最高的执行

者……[86]人民“恢复他们原初自由的权利”，就是重新行使其前

政府的最高权力的权利。洛克指出，无论在执掌专权的执行权与执

行权召集的立法机关之间，还是在立法机关或实施专权的执行权与

人民之间，一旦出现权力运用是否得当的争端，就不再能够根据国

家设置的政府权力统属关系来指定裁判者，在这种情况下，在地上



没有中立的裁判者可以诉诸时，按照“社会的宪政安排”（the

Constitution of that Society），人民虽然并不拥有做出有效判

决的更高权力，但却“凭借一种先于人类一切实定法，并凌驾其上

的法律，为自己保留了属于一切人类的最终决定权：决定他们是否

有正当理由可以诉诸老天”。[87]也就是说，人民所具有的“最终

决定权”，是一种源于自然法的前宪法意义的权力。但是这样一种

更类似自然状态下的权力，而非政府权力的权力，何以在政治社会

建立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存留在“共同体”中呢？

为了解决这一革命理论的关键问题，洛克明确将政府的解体和

社会的解体区分开来。外国武力入侵和征服，摧毁的是政治社会的

整体，终止了人们脱离涣散的自然状态（the loose state of

Nature）结合而成的整体，在征服者的刀剑之下，不仅政府被连根

拔除，而且社会被打碎，人民离散成为个体或群众，仿佛飓风或地

震之后的一堆瓦砾；而“立法权变更”和“违背信托关系”导致

的，却并非社会的解体，而只是政府的解体，就像

房屋骨架的变动一样。[88]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政府解体的

情况下，社会中人民共同体的形态才展现出来。[89]当政府瓦解

时，权力并没有回到孤立的个体那里（“每个人在参加社会时交给

社会的权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重归于个人”），而

是“始终留在社会中”。在危机时刻，由人民整体来行使社会

的“最高权力”，这一事实证明了非政府的共同体的存在。这一社

会性的共同体就是洛克所谓的“人民的整体”（the Body of the

People）。[90]在政治社会中，政府架构的瓦解并不必然摧毁了社

会的基础结构。[91]这种能够在政府解体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并动

用个体移交给社会的自然法执行权来反抗绝对权力的“人民共同

体”是革命的基础。正是以这一政府解体不能摧毁的人民共同体为

基础，洛克重新界定了革命的性质：革命并非许多暴民孤立、混乱

行动的集合效果，也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阴谋或政变，而是共同体

力量的整体行动方式，因此是政治社会展现其根本原则和最终目的



的极端方式。

这一革命权利尽管先于社会的宪政安排，从而最接近自然状

态，但革命的基础却仍然不是个人的自然权力，而是共同体力量的

集体运用。[92]

洛克对人民共同体的论述突破了在早期现代思想中广泛存在的

对人民与群众或暴民的区分。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即使洛克同时的

辉格党激进派思想家也往往通过将人民与暴民（mob）、大众（the

vulgar）与群众（multitude）区分开来，倡导一种“贵族式”的

人民定义。[93]洛克本人在早年就持有这样的立场[94]：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从非常不幸的经历中得

知，这一规则是多么不确定，多么骗人，凭借多么强烈的党派热情

和多么残酷的设想，这一不祥的箴言能够在大众（in vulgus）那

里带来多少邪恶。因此，如果我们愿意倾听这一声音，仿佛它通报

了神法一般，我们最终大概就根本不会相信神的存在了。实际上，

还有什么比没有理智的群众的同意或者更准确说，阴谋

（multitudinisinsanientis consensus sive potius

conjuratio）所提倡的东西，更穷凶极恶，更不虔敬，更与一切人

法和神法相悖吗？[95]在这段文字中，洛克笔下的“大众”或“群

众”与在霍布斯或斯宾诺莎那里没什么不同：人民无知、乖戾、贪

得无厌，易受激情和迷信的左右，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行为”这一本来计划收入《人类理解

论》的篇章中，洛克在反对各种偏见时仍然坚持类似的立场，他批

评许多人只关注大家的意见，满足于追随民众（the crowd），奉

行他们的看法。“虽然‘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作为准则盛

行，但我不记得何地上帝曾通过群众（the multitude）发布神

谕，或者自然曾经借助群氓（the herd）宣示真理。”随后洛克

用“多头怪兽”的著名比喻来评判群众的能力，而与哲学家独辟蹊



径探寻真理的做法相比（“Of 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dning”,pp.197-8）。虽然这一讨论关注的焦点是科学研

究中应该避免的各种“偏见”（partiality），但它多少表明，洛

克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在《自然法问答》中对“群众”的疑虑。

大海一样，狂风暴雨，洪水泛滥，难以控制；因为“人民的气

质”（thetemper of the people）仿佛未经驯服的野兽，所以必

须在人民顽固的头项上套上政府权力的辔头。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

治就是约束民众的“篱笆”。[96]然而在《政府论》中，当有人以

类似的口吻来质疑洛克将革命权利赋予人民的做法时，洛克却指

出，人民的气质并不像这些人想象的那么易变、放肆，反而毋宁说

是“保守”的，对君主的专权统治并不苛求细节、斤斤计较，能容

忍政府因为人性的弱点而导致的“管治疏失”。“人民”尽管不见

得有洞见几微的智慧，但却“具有理性造物的感觉，能就他们所见

所感的事情进行思考”。[97]当人民由不羁的野兽变成了理性的造

物，洛克在政治社会中发现了更加危险的野兽的踪迹，而面对这样

凶猛的野兽，革命而非政府权力，倒成了“防范叛乱最好的篱

笆”。人民的这一变形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已经看到，洛克对革命政治的论述包含两个主要的观点。

首先，洛克赋予人民以本原性的最高权力，从而使立法机关的最高

权力和君主的最高执行权都成为基于人民共同体的信托关系的衍生

性权力，正是从这一权力结构出发，统治者对绝对权力的图谋，而

不是人民的造反，才成为革命的真正原因。

所以，在洛克的革命理论中，真正叛乱的不是人民，而是统治

者。其次，洛克强调人民能够在政府借助实定法引导生活的这种共

同体形态之外独立地构成一种社会性共同体，“人民的整体”，从

而为革命提供了政治行动的基础。

现代自然法学派从契约的角度理解人为国家的建立时，有两种



不同的看法。霍布斯坚持认为，主权和政府是一同建立起来的，政

治共同体的统一只能依赖承担国家公共人格的主权者；但普芬多夫

将建立国家的契约划分为统治契约和臣服契约两个阶段，这样在两

个阶段之间，在尚无政府和明确的主权者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个

具有法团色彩的人民共同体，而这本来是霍布斯在自然状态的解体

过程中竭力想要消除的隐患。而洛克的做[98]Locke,“Two Tracts

on Government”(1660-1662),in Political

Essays,pp.55,53,39,31.[99]Locke,Treatises,II.223,230,161.

法，恰恰是利用了普芬多夫的双重契约安排提供的空间，为行

使革命权利的人民找到了立足之地：

当任何数目的人，基于每个个人的同意造就一个共同体时，他

们就因此把这个共同体造就为一个整体（Body），它具有作为一个

整体行动的权力，而这只有借助大多数的意志和决定才能做到。如

果它的每个个人都同意它作为共同体行动，那作为整体它就必须以

一种方式运动，这就必须使整体运动的方式朝向更大力量带动的方

向，这一更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否则，它就不可能作为

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而行动或继续存在。而根据结合成这一共同

体的每个个人的同意，大家协议，认定它应该是这样的整体；所以

每一个人都根据这一同意受到大多数人达成决议的约束。因此，我

们看到，在由实定法授权的那些议会中，实定法并未规定需要多少

人数，大多数人的行动才被授权，算作全体（the whole）的行

动，在这种场合，是根据自然法和理性法的规定，大多数人的行动

算作全体的行动，并当然规定了全体的权力。[100]洛克的这一著

名段落，和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一样，描述了个体如何脱离自然状

态，构成“共同体”，并最终组建政府的过程。但与霍布斯的分析

不同，洛克对建立政治社会的描述包含了两个阶段。[101]在政治

社会建立的

第一阶段，是以每个个人的同意为基础的协议建立共同体，伴



随这一同意，每个个人单独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平等、

自由和执行权，把它们交给了社会。[102]但这一阶段只是终止了

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却并没有建立共同体行动的方式。个人

在放弃自己的自然法执行权的契约中，就已经等于同意要建立一个

能够像一个个体（Body）一样行事的共同体。因此，在政治社会建

立的第二个阶段，这一共同体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决

定”来运用共同体的全部力量，组成共同体的每个人都要受到根据

大多数原则达成的决议的约束，基于这一原则，才有可能进一步通

过制定长久有效的法律，建立政府权力对人的生活的统治。在政治

社会建立的第一个阶段，彼此订立契约的同意是每个个人单独做出

的，来自个人的自然权力；而在第二步中，同意依据的是多数原

则，是集体决定的，这是社会的最高权力。[103]洛克建立政治社

会的这两个步骤，可以分别称为契约阶段和社会阶段，这两个阶段

各自的基础是两种不同的同意，前者是加入契约的个体同意（“生

来处于政府之下的自由人的同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而这种同

意是个人在达到成年时各自分别表示的，而不是大家一起表示

的”）[104]，而后者则是体现在大多数原则中的共同体同意或者

说社会同意，是由人民这个整体建立和行使的。这两个阶段在时间

上恐怕并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只不过是逻辑上的区分。

正是通过区分政治社会建立的这两个阶段，洛克确定了人民的

性质。

政府起源的契约阶段和社会阶段运用的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同

意，而行使这两种同意的主体也不同，前者是个体，而后者是社会

性的共同体，也就是洛克所谓的“人民整体”。人民这个概念，恰

好出现在政治社会建立这两个阶段的细微夹缝之中。在建立政治社

会的契约订立之前，无论人们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结合关系，

但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个体性的，

没有引导人的生活的集体性力量，因此，在原则上，只是拥有



自然权利的孤立个体，每个人都拥有的涵义模糊的自然法执行权，

尽管能使个人使用自然力量来协助社会捍卫自然法，但以私人判断

权为基础的这一权力本身就可能是纷争的根源；而在政府形式确立

之后，人民就转变为受立法机关及其实定法支配的臣民了。人民的

革命权利，是社会创立后的共同体行为。人民共同体是由构成共同

体的所有成员全体同意结合而成，但和其他共同体一样，人民共同

体存在的标志却是其自身的行动不再需要全部个体的分别同意，而

只需要多数决定的力量，就可以以整体的方式行动。[105]这正是

人民的最高权力行使的方式，也是革命的真正性质。政府创立和革

命成为人民共同体运用集体权力的两种方式，只不过根据前者的常

规方式，人民成为安全享有财产的臣民，委托政府来行使政治权

力；而根据后者的非常方式，人民成为直接运用集体暴力的革命

者，成为政治舞台上真正的行动者。

30回到自然状态？

……政治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

便，而这些不便是由于人人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产生的，于

是设置一个众所周知的权威，当这社会的每一成员受到任何损害或

发生任何争执的时候，可以向它申诉，而这社会的每一成员也必须

对它服从。当人们没有这样的权威可以向其申诉并决定他们之间的

争论时，这些人仍处在自然状态中。因此每一个绝对君主就在其支

配下的人们而言，也是处在自然状态中。[106]革命的潜在前提是

在政治社会中统治者和人民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根据

洛克的革命理论，革命的原因是统治者违背与人民的信托关

系，侵犯民众的生命和财产，谋求绝对权力。这种图谋不仅伤害了

个别臣民，而且被视为是发动与人民整体的战争。[107]因此，革

命不仅使政治社会中的人们回到了自然状态，而且是作为战争状态

的自然状态。



统治者违背信托关系、侵犯财产的行为为什么会将处于社会的

和平生活中的人带入战争状态呢？洛克的回答非常清楚：违反法律

重新使用强迫手段（set up force again in opposition to the

Laws）造成了战争状态。洛克从不否认，政府或统治者需要采取强

迫和暴力手段来确保臣民遵守法律。从我们对君主专权的讨论可以

看出，洛克甚至认为统治者有在法律条文之外动用暴力的权利。但

导致战争状态的暴力强迫手段，与这些暴力不同，是一种针对人民

的“没有权威的暴力”（Force upon the People

withoutAuthority）。[108]洛克承认，政治社会广泛采用各种暴

力手段来确保法律的实施，促进公共福祉，而这些合法暴力的使

用，都与政府和法律作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纷争的裁判权力有关，最

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共同体成员更好地享用自身的权利和财产。政

治社会作为和平状态，正是倚助这些合法的暴力，解决社会成员的

争执，才将战争状态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109]而将政治社会重

新带入战争状态的关键，就在于解决纷争的裁判权力，或者因为统

治者的野心和滥权，或者因为民众的疑惧，丧失了仲裁纷争的权

威，使受到伤害的人认定，他不再能够诉诸法律获得救济，而不得

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暴力手段。因此，只有在法律及其执行权力失

效的情形下，所谓“没有权威的强力”才打破了政治社会的和平，

引发了同样不基于实定法的暴力，从而使人们重新暴露在战争状态

的威胁之下：“当受害者可以得到救济，他的损害可以通过诉诸法

律而得到赔偿的时候，就没有诉诸强力的理由，强

如果说，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革命是现代政治的宪政基础，

那么对于理解现代政治而言，就必须进一步澄清，革命，作为集体

暴力的运用，其中蕴含的敌意和毁灭，何以能够成为奠立政治秩序

的关键环节。对革命的认可与对法治的依赖—现代政治的这两个突

出特征—如何能够统一在同一种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中呢？

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不同，洛克主张，自然状态“显

然”不同于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按照理性共同生活，尽



管没有裁判他们纠纷的人间权威，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和平、善

意、互助和保存”的生活；而在战争状态下，则是“敌对、恶意、

暴力和相互毁灭”的生活。[110]在这样一种和平的自然状态中，

尽管没有人间裁判者，但人们却能按照理性生活，通过自己的劳动

将上帝赐予的共有物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洛克认为，“勤劳和

有理性的人”（the Industrious and Rational）可以在没有政治

权力的状态下，独自通过其自由的劳动，建立你的和我的区分，从

而建立财产权。

因此，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财产权处于比政治权力更优先的

地位。

而战争状态从自然状态剥夺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劳动及

其财产。在洛克的笔下，战争并非自然权利的自然后果或社会后

果，而是财产及其自由享用的对立面。就根本而言，战争和财产是

人动用其自身力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围绕财产构成的生活

方式中，人们通过自由地将其力量赋予外物，使世界成为自己的，

并借助这种所有权建立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在战争中，人的

力量指向敌意的对方，指向另一个人或共

同体，指向与自己同处于一个世界，但却因为没有上级权力，

从而无法使彼此各自的生活和平共处在一个世界中的“敌

人”。[111]可以说，正是因为在财产的生活方式中，人通

过“物”或者说“财产”才间接建立了彼此之间的社会性关联，从

而将社会性关系中隐藏的自爱所带来的敌意转入了物的流通和竞争

之中，这才使财产的生活方式，较之战争这种人与人之间更加直接

的关系，更加和平，尽管不无劳苦。

因此，根据洛克的分析，人类的社会生活有两种最基本的关系

形态[112]：一种是和平，在这种相互关系中，自由、理性的人通

过劳动建立财产，并进一步通过同意建立政治社会，明确财产的所



有权，保障财产的安全享用；而另一种则是战争，是敌意、暴力、

征服与毁灭的关系。洛克坚持认为，后面这种人类关系从来不是政

治社会的真正起源。[113]即使对于正义战争的征服者来说，他也

无法将其使用暴力的权利转变为一种财产的生活方式，从而建立真

正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尽管对被征服的一方，他拥有一种可以称

为“完全主宰”的权力（purely Despotical），但他的权力只限

于那些赞同用不义的武力攻击他的人们；而即使他对这些人的生命

具有绝对权力，他仍然无权侵夺他们的财产，更无法将这种绝对权

力延伸到他们的妻子儿女。最终，征服者仍然必须通过被征服者的

同意，才能有效地将暴力的事实转变为真正的政治生活。[114]因

此，尽管洛克对战争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很类似，是指一个人对另

一个生命的“图谋”，也就是霍布斯所谓“暴死”（violent

death）的威胁或者说敌意[115]，但实际上，洛克战争状态的关键

并不指向生命，而是自由和财产。在回答绝对权力侵夺财产和自由

的企图或图谋，何以意味着威胁生命的战争时，洛克指出：

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将自己置于

同那人的战争状态中，这应被理解为是对后者生命的图谋。因为，

我有理由得出结论，凡是不经我同意将我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在

他已经将我置于那一处境之后，可以任意使用我，甚至随意毁灭

我。[116]在洛克看来，当权力通过侵犯财产、危及自由，从而图

谋成为绝对恣意的权力时，它也就剥夺了个体自我保存的唯一保

障。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合法杀死一个盗贼，就是因为“尽管盗贼一

点也没伤害他，也没有对他的生命表示任何企图，而只是使用强力

把他置于他的权力之下”，但这种“没有权利，却使用强力，将他

人置于其权力之下”的做法，在拿走自由的同时，可能夺去一个人

的“任何其他东西”[117]。这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这种权力之

所以与政治社会不相容，正在于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在面临财产纠

纷的时候，既没有了自然状态下依据私人判断，动用自然法执行权

保卫自己或他人权利的方式，又实际上丧失了诉诸政府的公共裁判



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能。绝对权力在将共同体成员转变

为“奴隶”的过程中，在根本上破坏了财产生活方式的保障。而绝

对权力建立的完全的奴役状态，在洛克这里，不只是战争状态的继

续，更是战争状态的终极结果。[118]因此，战争状态的真正根

源，是通过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将他非法或不义地置于自己的权力

之下，从而可以随意“使用”他，这是用暴力建立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的所有权。征服只不过是这种逻辑在共同体层面的体现。正是在

根本威胁和颠覆财产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上，战争状态才在洛克这

里成为了敌对和毁灭的状态。[119]

因此，虽然霍布斯和洛克在理解导致战争的“含有敌意的强

力”（Hostile Force）时，都强调“敌意”的作用，都认为战争

状态并非始于暴力，而是对这种敌意或者图谋的认定，但二人的侧

重点并不相同。在洛克对敌意“图谋”的关注中，正如他对绝对权

力的分析一样，涉及财产的自由生活方式本身的脆弱性。围绕财产

所有权建立的生活方式，始终需要小心提防侵犯的危险，最终迫切

需要正义这种提防性的道德。

战争对财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根本的威胁，这不仅因为它夺走

了自由这一和平生活的“篱笆”，还因为，战争对暴力的运用本身

就意味着对财产权根本基础的背离。因为，战争暴力所针对的人的

生命，恰恰是上帝的财产。而人作为上帝的制作产品

（Workmanship），上帝对人的所有权是人从自我所有权出发通过

自由劳动建立财产权的基础。绝对而恣意的权力

（Absolute,Arbitrary Power）之所以是“不自然的”，就在于这

种指向“奴役”的权力是一种人对于自己生命也不具有的“恣意权

力”。而在绝对权力导致的战争中，率先进入战争状态的“侵犯

者”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和结合成人类社会的理性，从而

将自己降格为野兽。[120]因此，绝对权力的“图谋”将人们从理

性的和平生活带回到野蛮的战争状态中。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使战争

的发动者不仅是“我个人自我保存的敌人”，而且是“社会和人类



的公敌”，“人类的害虫”，一种“危险和有害的造物”。这不是

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狼”或狮子对人的和平生活的暴

力侵扰。战争最终意味着社会从人的生活方式堕落到野兽的状

态。[121]没有自由保障的绝对君主的臣民，仿佛费尔默笔下上帝

赐予亚当支配的“牲畜、野兽和爬虫”一般；与此同时，绝对君主

自身却因为率先动用“战争的强力来达到他对另一个人不义的目

的，叛离人类而沦为野兽，用野兽的强力作为自己的权利准

则”。[122]如果说，革命作为战争状态，其根源是绝对君主的图

谋而非人民的造反，那么这一造反首先就体现在君主对人类的理性

生活方式的“造反”（revolting from his own kind to that of

Beasts），其次体现在人民为了恢复和平的财产生活方式而同样动

用暴力：“在一切状态或情况下，对于没有权威的强力的真正救

济，就是用强力对抗强力。没有权威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

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而必须把他作为侵略者来对待。

”[123]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作为战争状态是在不能享有财产这一生活

方式的“野兽”之间的暴力对抗。

洛克将革命视为战争状态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革命

最终的“反革命”目标。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绝对权力的“图谋”导

致了人从理性、自由、和平地享用财产的生活方式跌入了暴力毁灭

的战争状态中；而革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延续这一敌对和毁灭的

状态（奴役才是这一状态的持续），而是终止这一状态。革命作为

暴力，是为了结束暴力而运用的暴力。革命作为战争是为了结束战

争，恢复和平。革命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光复”已有的生活秩序，

而不是指向无休止的革命。而人民之所以本性保守，是因为财产才

是人民这一社会性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他们起身革命，动用暴力，

就是为了恢复和平享用财产的生活方式。人民只是在自然法统治的

自然状态与政府统治的政治社会之间的缝隙中偶现峥嵘的社会性共

同体，它的统一性稍纵即逝，而它真正生活的世界并不在它展现最



大力量、发挥最大作用的革命时刻。

革命并不是自然状态的简单重现[124]，它只是将自然状态中隐

含的解体力量以暴烈的方式释放出来。现代自然法哲学希望，借助

这一方式，自然状态的理性虚构，得以在现实中打破传统的羁绊，

完成对道德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无论革命的发生出于思想

的自我启蒙，还是历史情势的被迫，或是兼而有之，革命留下的如

果不只是文明的废墟，就势必需要为其中的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生活

的可能。每一个鲁滨逊都想要回家，哪怕是为了能再次出发。只是

当自然法已经不再能充当“我们的星与罗盘”时，谁能在荒凉的大

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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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法》，张乃根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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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l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中译本《基督教的合理

性》，王爱菊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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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Ilan Rachum对“革命”的概念史研
究：“Revolution”:The Entrance of a New Word Into
WesternPolitical Discourse,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9。历史学家芬利认为，在古代希腊、罗马
的历史中，很难找到“革命”这一概念的位置。



M.I.Finley,“Revolution in Antiquity”,in
R.Porterand M.Teich ed.,Revolution i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7-60.

[2] 在《政治学》第五卷对类似问题的著名讨论中，亚里
士多德使用的概念是政体的变动（μεταβολ ）、毁
灭（φθορ）或内乱（στσι ），在根本上，亚里士
多德将之看作是一种“运动”（κιν σι ，例如
1301b18，1302a35），最终具有自然意义上的原因。

[3] Rachum,“Revolution”,p.49.现代政治哲学家一般
把“政体”问题看作一个从属于政治社会的起源和目的的
次要问题，而“革命”与政治社会的起源有着极为密切的
关系。

[4] Felix Gilbert,“Revolution”,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by P.Wiener,New
York:CharlesScribner’s Sons,1973,Vol.IV,pp.152-
154.这一概念在十七世纪初叶的辞典中，已经同时意味
着“命运的轮回”（r volution de fortune），“星辰的
旋转”（r volution des astres），以及“国家的变
革”（r volution d’tat，拉丁语为publicae rei
commutatio。Rachum,“Revolution”,p.59,cf.p.68）。
在拉丁世界里，revolutio的“政治”意涵，不可避免地和
这个词的“天象”或自然现象的意涵之间发生关联：
Vernon Snow,“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no.2(1962),pp167-169.

[5] 参见克伦威尔在议会中的演讲（1655年1月22
日）：“And I say this,not only to this
assembly,but to the World,that that man liveth
not,that can come tome,and charge me that I have in



thesegreat Revolutions made necessities.I challenge
even all that fear God.And as God has
said,‘Myglory I will not give unto another,’Let
men take heed,and be twice advised,how they call
hisRevolutions,the things of God,and his working of
things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how I
say,theycall them necessities of men’s
creation,for by so doing,they do vilify and lessen
works of God,...And God knows what he will do with
men when they shall call His Revolutions humane
Designs,and so detract from his Glory,when they
have not been forecast,but sudden Providences in
things”.转引自Rachum,“Revolution”,p.91。有关“清
教革命”对这一概念变化的影响，特别参见Christopher
Hill,“The Word‘Revolution’”,in his A Nation of
Change and Novelty:Politics,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90,pp.83-83,92。

[6] Aristotle,Pol,1301a19-25.

[7] 参看斯金纳对早期现代反抗理论从路德宗到加尔文宗
直至洛克的著名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段胜武
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三部分（cf.Martin van
Gelderen“‘SoMeerly Humane’:Theories of
Resistance in Early-modern Europe”,in Annabel
Brett and JamesTully with Holly Hamilton-Bleakley
ed.，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9-70）；参见Robert Kingdon和
J.H.M.Salmon分别综述新教和天主教反抗理论的文章，收
入Tim Bur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Political
Thought145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93-218,219-53。洛克当然也受到这些理
论的影响，参见Richard Ashcraft,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95n.42。

[8] Julian Franklin,“introduction”,to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reeTreatises,New York:Pegasus,1969,pp.25-
6,36,41,esp.p.35.其中一篇反抗文献对这一点的论述尤其
值得引用：“但一个统治者，即使被其人民认定为可能滥
用了其管治权，却仍然对私人意义上的臣民保有权威，因
为服从他的义务是借助共同同意而以公共方式订约的，不
能由一个私人任意取缔或废除。否则，会带来比暴政本身
还要糟糕得多的无穷动乱，而借口清除一个暴君，会冒出
千百个暴君来。”（p.109）

[9] Locke,Treatises,II.243.是整个《政府论》的核心问
题和最终结论。[1]可是，现代自然法学派是如何从自然状
态和自然权利出发得出了革命政治的结论呢？

[10] 邓恩指出：《政府论》是在理论上宣示“革命的最终
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它关心的不是“告诉人们怎么做
的政治实践智慧”（political prudence），而是由自然
法知识规定的政治权利的界限。在邓恩看来，《政府
论》“这部著作无关如何构建政府或者何时有必要去反
抗，而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具有反抗的权
利”（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pp.48,50）。这一观察无疑相当敏锐，不过邓恩忽
视了，在洛克看来，如何构建政府的问题恰恰最终无法摆
脱“革命的最终权利”，如何在根本上考虑革命的可能性
的前提下树立政府的原则，是困扰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
题。因此，毫不奇怪，邓恩并不认为洛克的政治思想
在“革命”的现代概念史具有重要的意义：John



在“革命”的现代概念史具有重要的意义：John
Dunn,Interpreti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ch.6,“Revolution”,p.88。波考克也强调洛
克著作的革命性，但同样缺乏深入的分析：洛克的《政府
论》“与其说是立宪的宣言，不如说是革命的宣言”。
J.G.A.Pocock,“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The Creation of a Center”,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4,no.3 (1985),p.301.

[11] 借助“战争状态”的概念，洛克将外来的征服视为和
内在的解体在性质上相同的“叛乱”。
Locke,Treatises,II.176,217,com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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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小前提，也就是作为大前提的（体现主权者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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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common law,in right of
hisregal dignity”.《英国法释义》，游云庭、缪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主张议会主权的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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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曼征服直至光荣革命，恰恰是这种“专权”体现了王



位所具有的“主权”性质（《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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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Locke,Treatises,II.27-9.

[76]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II.ii.2.5.值得
注意的是，洛克本人早年就持有类似的立
场，“Morality”（1677-8），in Locke,Political
Essays,p.268。费尔默对此的有力批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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