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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性自古以来就受到执政者和政治家的关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性假定
、不同的伦理支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状态和结果。
本书按年代先后，以柏拉图、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伯林、马克思等历史上具代表性的哲学家、
思想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源流展开分析，论述了从“个体伦理政治”思想向“制度伦理政治”思想发
展的演变过程，从而就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较有见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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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楹，1964年生，四川省中江县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国务院侨办、福建省省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华侨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制度伦理研究。
近年来承担国家课题1项，福建省重大委托项目1项，参与国家课题5项，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学
术著作6部，发表论文80余篇。
自2003年以来获福建省第五、第六和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共5项，2004年获福建省
优秀教师称号，2006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2006年获“福建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
，2006年获“福建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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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代序言）第一章  柏拉图政治伦理范式的转换  引
言  第一节  柏拉图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贤人政治”范式的内在精神  第三节  法治的次
优范式：柏拉图政治伦理下的范式转换  第四节  柏拉图的法治范式：通往和谐城邦的现实之路第二章  
霍布斯国家权力伦理思想  引言  第一节  独特的人性假设：“人对人是狼”  第二节  “利维坦”对“狼
”的慑服  第三节  超越“利维坦”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政治分权伦理  引言  第一节  孟德斯鸠“法”精
神概述  第二节  “法”精神的现实化——分权制衡体制  第三节  分权制衡制度思想的逻辑意蕴  第四节 
分权制衡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启蒙第四章  卢梭民粹主义的伦理倾向  引言  第一节  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
精神与卢梭的思想回应  第二节  卢梭政治哲学从民主主义到民粹主义的蜕变  第三节  对卢梭政治哲学
中民粹主义倾向的防范第五章  怀疑主义的政治伦理观  引言  第一节  关于怀疑主义、理性和民主  第二
节  怀疑主义对民主正面影响的历史考察  第三节  怀疑主义在批判和反思理性中对民主的负面影响  第
四节  怀疑主义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命运及其影响  第五节  历史的超越第六章  伯林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引言  第一节  当代中国现实生活语境素描  第二节  解读“消极自由”的真意  第三节  消极自由原则在
社会生活中的表达与实现  第四节  消极自由思维范式的政治学意义  第五节  消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生存
语境中的意义  第六节  消极自由的局限及其超越第七章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  引言  第一节  近代伦
理精神与马克思的伦理之思  第二节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  第三节当代中国集体主义道德重构论
第八章  非道德主义政治伦理述评  第一节  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第二节  宽容：现代政治
的伦理内蕴  第三节  宽容：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四节  权力伦理：政治制度建设的价
值指向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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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柏拉图政治伦理范式的转换引言阿尔福雷德?诺思?怀特海曾说：“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
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
”这段话很中肯地评价了大哲学家柏拉图对欧洲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生活于古希腊城邦动荡时期的柏拉图，终其一生思考如何重建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新秩序，并在不同的
人生阶段构造出迥然相异的政治方案——理想的“贤人政治”范式（亦即“政治家统治”范式）与现
实的“法治范式”。
这两种范式所展现的两类政治秩序以及这两类范式转变的政治思考过程，值得生活于当代中国政治转
型期的我们思考与借鉴，它实质上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很有启发性的政治逻辑路线。
本章由两条主线构思而成，第一条路线详细地解读了柏拉图的政治思维转变过程；第二条路线以第一
条路线为其思维资源，展开对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人治批判与法治建构过程。
具体而言，第一条路线详细地论述了柏拉图的“政治范式”转换过程，即从中年柏拉图构建《国家篇
》中的“贤人政治”，到《政治家篇》中“政治家统治”与法律统治相结合的思维转折点，最后落脚
到晚年《法篇》中“法治范式”的构思。
这一政治范式的转变过程彰显出柏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维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展
现出柏拉图的权力伦理思维特质，即柏拉图在政治伦理视野下实现他的范式转变旅程。
重建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新秩序，是柏拉图一生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
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柏拉图在其《国家篇》中构思了第一个政治方案：“贤人政治”。
这是柏拉图在和谐、正义、节制、勇敢以及智慧等政治伦理下构成的理想的哲学王统治模式（或理想
的人治政治），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神性气息。
由于这种“贤人统治”的政治范式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分裂、动荡问题，柏拉图在其随后的另一著作
《政治家篇》中祈求法律统治的次优范式。
《政治家篇》是柏拉图政治思维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思维转折点。
一方面，《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统治”实质上是前期“贤人政治”的另一种表述，在这种模式中
政治家欲图以勇敢与节制为权力伦理之手编织一个和谐的城邦共同体，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固有
的神性特质；另一方面，柏拉图政治思维又有其新的特点，即柏拉图开始承认法律统治的政治有效性
，以权力运行的法律原则思考各种法治范式，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伦理原则、法治原则以及效率
原则等。
《政治家篇》的法治思想是柏拉图晚年《法篇》中“法治范式”构想的思维准备期。
晚年柏拉图的政治思维走向现实主义，构造了一种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而这
一体制的核心内涵就是晚年柏拉图构造的现实而有效的政治范式——法治范式。
在《法篇》中，柏拉图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法律统治政治范式，展现出柏拉图从人治向法治的政治转向
。
“法治范式”是在柏拉图的法治伦理思想下构造的法治的权力模式，这是一种在和谐、节制、自由、
公正、平等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下构造而成的法治权力模式。
可以说，《法篇》中“法治范式”的构造折射出晚年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权力伦理特性、法治原则、
民主精神、神性气息以及实现和谐城邦的现实主义思维目的。
总之，为重建古希腊和谐城邦这一现实的根本目标，柏拉图从构造“贤人政治”到“政治家统治”，
直到晚年法律至上的“法治范式”，这些政治范式的转变过程展现出柏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维
转变旅程，是柏拉图政治思维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柏拉图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生成于他成长中的古希腊生活世界。
从他所处的历史生活环境出发，分析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变化过程中的历史要素，是理解柏拉图政治
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
我们着力从柏拉图时代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以及柏拉图的人生轨迹四
个方面进行剖析，以使对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分析有一个更真实、更可靠的生活基础。
一　柏拉图时代的政治世界第一，古希腊世界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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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希腊原始的君主王宫政治在历史舞台上慢慢退去，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主角时，
如何实现一个和谐、平稳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就凸显为时代的政治主旋律。
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让一皮埃尔?韦尔南曾说：“过去，瓦纳卡用一种超人的权力统一协调王国的各种
因素，在他消失后，新的问题出现了：怎样在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冲突中、在不同的特权和职能的对抗
中形成社会秩序？
怎样在各种难以调和的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公共生活？
或者用俄耳甫斯秘典教派的话说，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一’如何产生于‘多’，‘多’如何产生于
‘一’？
”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的政治权力平衡或政治秩序问题。
这一问题生成于古希腊城邦长期处于动荡的政权更替的政治生活中，也正是古希腊这些政治现实深深
地影响了柏拉图的人生价值选择和理论思考方向，即为城邦立秩序，为万世开太平。
柏拉图的政治实践活动、著书立言与创办学园教书育才正是对这一时代主题最有力的回应。
第二，古希腊思想家的整体主义伦理视野。
个人主义精神是古希腊人在思考人际关系中很普遍的信条，它是雅典民主政体合法性认可的信念基础
。
而与个体主义精神相伴而生的，却是古希腊人具有城邦整体主义的思维品性。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古希腊人观念中奇妙的共存，处理个人与城邦的关系问题自然地成为古希腊政
治家们重要的政治话题。
对于古希腊人独特的整体主义思维特质，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起源》一书中
这样写到：“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人的品质就是他身上的独有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分享的所有人都部
分地具备的品质，它使一个人与其他人融为一体。
我们对人们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品质感兴趣。
与此相反，希腊人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与所有其他人都具备的那些品质。
”这里，汉密尔顿揭示了古希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整体主义的思维特性。
对于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汉密尔顿说：“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去考虑每一个单独的事物本身；希
腊人则总是把事情看作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思维习惯在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都留下了烙印。
”这就是整体主义思维的独特之处：从整体的框架中解读其中一个事物的本性存在与价值，整体是其
个体共生共长的共同走向，它把每一个个体都联系在一个整体中，从而使个体彰显其存在的整体性价
值。
古希腊人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城邦时代展现了其独特的政治生命力。
古希腊政治思想家倾向于以一种整体性的城邦伦理信仰去思考城邦政治问题，认为城邦是他们共同存
在的生活空间，是他们获得生存意义的政治共同体。
这种思考倾向在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已经融入城邦政治，因此，他们善于从城邦伦理的角度将城邦看
作是一个由某种共同的伦理精神将人们联合起来的伦理城邦，而国家在他们的伦理视域中被当作一个
教育机构，它的一个重要政治功能在于对整个社会进行伦理精神的灌输，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
机整体，这即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考特性。
柏拉图同样具有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整体主义思维传统，善干将一个单独的个体纳入一个整体的框架
中去思考它的存在意义。
寺足于古希腊城邦生活的历史大背景中，柏拉图秉承了古希腊人独特的城邦观与社会观，在其《国家
篇》一书中“贤人政治”范式的构造彰显出他的这种思维特质，这种思维品性更是延续到他最后一本
著作《法篇》中的法律统治范式的生成之中。
二　柏拉图时代的文化世界在探讨柏拉图政治思考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将选择希腊的宗教思想这一层
面进行分析，因为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生成与古希腊宗教休戚相关。
让一皮埃尔?韦尔南在《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一书中精深地研究了二者的生成关系，书中这样写到：
“如果对于古代和传统的希腊人有理由谈论世俗宗教，那是因为，宗教在古希腊，始终包容在社会之
中。
反过来讲，社会在所有等级上并在其各种形态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宗教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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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邦建立自己的神庙时，为了保证国土根基坚不可摧，城邦把它的根一直扎到神的世界之中。
”韦尔南深入地剖析了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成的宗教之根，古希腊宗教仍然对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在精神
与信仰领域、在城邦权力模式构成以及社会层面的方方面面都产生深远影响。
在柏拉图的对话著作中，我们发现，古希腊许多的宗教思想成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文化底蕴，并使柏
拉图政治思考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神话色彩，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宗教思维特质。
“由此，我们以为不能将宗教思维简单等同于非理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即它既不是非理性思维，也不
是理性思维，而是包容着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复合型思维。
”这段话剖析出宗教思维中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二者奇妙地相结合着的复合型思维现象。
因此，柏拉图政治思考中的宗教思维，实质上是柏拉图用政治非理性主义方式表达了政治理性主义内
涵。
具体而言，在《国家篇》一书中，柏拉图改变从荷马以来的神拟人化倾向，而将神理性化以便论证他
的正义理念的存在性问题。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用土生人的政治神话（或柏拉图所谓的高贵政治谎言）作为论证“贤人政治
”中各政治阶层政治地位先天本性的依据，展现了柏拉图以神话论证政治思想的思维走向，是柏拉图
政治思想受神话影响的一个例证；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为了界定政治家的内涵，引用神话故事
为例证，讲述神统治时代秩序的生成与变化，影射当时秩序的重立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法篇》
的最终点以信仰神权政治为其政治思考的结局，这一过程充满宗教神学色彩，展现了柏拉图政治思维
中深层的宗教神性倾向。
英国学者厄奈斯特?巴克认为，柏拉图《法篇》的结尾是中世纪的开端，反映了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宗教
倾向对后世政治社会与宗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柏拉图政治的宗教思维，一方面折射出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神话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古希腊
宗教对古希腊整个精神层面永久地渗透并使其充满非理性主义特质；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柏拉图的政治
思考渗透了浓厚的宗教思维倾向。
三 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第一，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继承。
对这一问题，巴克在《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一书中这样论述：“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
还有两个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与整个希腊哲学。
一是人的三个等级学说——爱智者、爱誉者和爱财者，它可能含蓄地对应了灵魂三部分的学说——理
性、激情和欲望。
《国家篇》在这些方面对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借鉴既是明显的，也是深刻的。
《国家篇》的整个结构和框架都可以说是毕达哥拉斯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把国家分析为三个等级，
以及把灵魂分析为三个部分。
‘限度’理论是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又一个同时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素。
”在这里，巴克揭示了柏拉图《国家篇》一书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痕迹”，即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
拉斯学派关于人的三等级学说与灵魂三部分学说、神秘的数学传统以及正义理论与和谐等思想。
对此，费多益在《无形之和谐——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表达与阐释》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在柏
拉图看来，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与雅典四弦琴的本质结构是相符的——高音、中音和低音，就是古代
的和谐。
这一原则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同样适用，而柏拉图的精神世界也正是根据毕达哥拉斯调音的严格规
则建构的。
”可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柏拉图影响之深。
明确地说，柏拉图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使之成为“贤人政治”范式构思的直接
政治理论来源与政治范式生成的思维源泉。
第二，对苏格拉底伦理视野的延续与超越。
正直善辩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柏拉图影响极其深远。
柏拉图从20岁起开始追随苏格拉底，并将他视为一生最景仰的导师，其著作里曾多次称他为“人世间
最有智慧的人”，并且从他的大部分对话里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角这一点即可看出其对导师的无尚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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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雅典，个人与城邦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智者和苏格拉底研究的关键问题。
苏格拉底终其一生为雅典城邦寻找新的道德基础，并试图从个体伦理的道德角度解决现实的城邦伦理
问题。
苏格拉底伦理思想对柏拉图政治思考的伦理向度有着缘起性的理论地位。
田海平在《西方伦理精神——从古希腊到康德时代》一书中说到：“我们在这里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观
点：正是苏格拉底与雅典社会的那种特殊关系，构成了柏拉图政治伦理学说的美德伦理向度缘由。
雅典的美德状况和苏格拉底的诊治，对于柏拉图的政治伦理学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背景说明力量。
柏拉图是以苏格拉底的眼睛看雅典的美德状况的，因此，他能够看到美德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根基，
能够看到正义与个人和城邦的内在关系，能够看到辩证法与理念世界的关联。
”这段话阐释了柏拉图政治伦理思考的现实的道德生活基础和苏格拉底的精神影响力。
柏拉图早期对话通常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学派对话”，展现的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即柏
拉图政治思维中的伦理路线、对城邦各阶层的个体伦理诉求等政治思想。
在中期，大家一致认为，柏拉图超出了苏格拉底的观点，即柏拉图对城邦的整体性伦理的侧重与伦理
理念的本体论存在的创新。
具体地说，柏拉图超越了他的导师的个体伦理角度，从城邦伦理层面整体性地思考一个城邦的政治秩
序问题。
在柏拉图的视野中，道德问题已上升到城邦政治层面而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城邦伦理成为柏拉图思考
城邦政治秩序的思维视角，并且以永恒的至善理念世界为本体，使之成为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元伦理基
础。
这些都是柏拉图政治思维变迁过程中不变的思维特点，是柏拉图从“贤人政治”到“混合政治”不同
政治范式变迁过程中不变的思维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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