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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隆在本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及其政治选择做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精确分析，他不仅描述
了当代不同政制的特点及国际关系的逻辑，而且分析了不同国家类型与政党的内在关联，说明了自由
问题在二战后是怎样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的。
    本书包含以下三个主题：    一、讨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关系。
阿隆认为，两人都是社会学的真正奠基人，他们对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的讨论在当代社会仍是非常有
价值的。
阿隆主张重新发现和阐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并试图在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间架起桥梁。
    二、讨论了两种自由观念，即形式上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
在这一部分中，阿隆承认社会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具有合理的一面，并对哈耶克等人的观点持
保留态度，阿隆还对现代国家由“自治眭民主”向“目标性民主”的演化进程，以及对“形式上的权
利”与“现实上的权利”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
    三、讨论自由与技术统治的关系。
阿隆通过对现代民主形式的分析，指出了这些民主形成的明显弊端并特别指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为
何只在保护少数人，从而背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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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
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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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菲利普·雷诺的序序导论第一章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第二章  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第三章  政治自由和技
术社会结论后记附录（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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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托克维尔的用语并不是无歧义的，他最频繁使用的两个词语既没有
严格的定义，也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大多数场合，托克维尔用"民主制度"这个词来表示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政府形式。
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度。
旧制度建立在条件的不平等之上，建立在依附于土地的贵族之上；因为每一种真正的贵族制度最终都
是依附于土地的，其理由是：只有土地所有制能保证贵族制度的必要连续性。
当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章），托克维尔提到可能起源于工业的贵族
制度。
　　因此，随着整个国家转向民主制度，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日益贵族化。
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人们却越来越不同。
在上流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减少了，但是在下层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反而增加了。
　　但是，在工业社会中，即使少数十分富有的人与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相对立，托克维尔也不相信
这些十分富有的人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贵族制度，也不相信在工业下层社会中这种明显的两极分化是工
业上层社会的象征或标志。
他写道，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
　　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也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也无共同的希望。
因此，他们只是一伙人，决不是一个团体。
不仅富人之间没有坚强的团结，而且人们也能说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工厂主只要求工人给他做工，而工人只希望工厂主给他工钱，旧时代的地方贵族，都在法律上或自己
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和减轻他们的困苦的义务，工人和老板虽然时时发生关系，但
彼此之间无真正的联合。
我认为，我们亲眼看到其成长的工业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冷酷的贵族之一。
但是，它同时又是最受限制和危险性最小的贵族之一。
　　因此，托克维尔通常所设想的民主制度本质上是通过贵族制度的废除，特权等级的消失，国家差
异的减少，以及经济日益平等和生活方式日趋一致的倾向来定义的。
随着贵族制度的瓦解，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不复存在，承担保护服从者的义务的命令也不复存在。
财富和权力趋于分离。
劳动成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值得尊敬的和正常的活动。
贵族阶层因为一种好处而轻视劳动。
在民主社会中，劳动和收益这两个概念不再分离。
公务员和总统同样领取工资。
"总统因其指挥工作而领取工资，正如公务员因其服务工作而领取工资"。
　　即使这就是"民主制度"一词在托克维尔的笔下最一般和最明显的意义，托克维尔也仍然意识到将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定义和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传统定义之间的差异。
根据传统的分类，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不就表示独裁主权、寡头主权和全民主权吗？
在托克维尔的手稿中被发现的并由梅耶收录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中的一篇文章表明，托克维
尔在是否要割断民主制度的社会定义和政治定义之间联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人们可能会说，由一位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他依据法律和有利于人民生计
的制度进行统治。
他的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
他将建立一种民主君主制。
不过，民主制度、君主制度、民主政府这些词语仅能表达符合词语的真正意义的某种东西：人民或多
或少参与政府事务的一个政府。
其意义与政治自由的概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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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词语的本来意义而言，把民主政府这个形容语给予没有政治自由的一个政府，是绝对荒谬的。
促使人们采用一种错误的或至少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的是：1.试图欺骗民众，因为民主政府始终受到
民众的欢迎；2.实际困难，当人们用这个词语（指民主政府——译者）来表达和下列概念（专制政府
）同样复杂的一个概念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在专制政府中，人民不参与政府事务，在人民之上的阶
级也不享有任何特权，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尽可能地促进人民的福利。
　　这段话出现在应该属于托克维尔讨论制宪会议的著作的章节中。
不过，他写道："如果我没有在其中发现两重性。
即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我就不会考察制宪会议的法律体系，这使我痛苦到现在。
"当他写这几行字的时候，由于路易一拿破仑发动复辟帝国的政变，托克维尔本人被逐出法国政府。
不是贵族制度，也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帝国制度代表了凌驾于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社会之上的专制主
义。
在1870年失败的翌日，埃内斯特·勒南也怀疑民主制度的概念或一种虚假的民主制度的概念。
托克维尔反对专制制度的代言人对"民主制度"一词的滥用，他提醒说，制宪会议成员向往的社会是自
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不是一个军事社会，而是一个公民社会"。
关于制宪会议，题为"1789年的观念"的章节赞扬"其一般观点的正确，其蓝图的真正宏伟，其感情的宽
容和崇高，制宪会议的表明的对自由和平等要求的完美结合"。
因此，这段文字本身融合在托克维尔的整个思想中。
　　无论如何，过去的贵族制度遭到谴责，即使在专制制度中，法律也是以尽可能地促进人民的福利
的方式制定的。
如果现代社会，甚至连专制社会也有某些民主的特征，那么，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社会的深刻启示往往
把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平等和自由结合在一起。
　　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以自由的名义要求恢复被不公正地剥夺的权力，以自由的名义抗议实际的
从属地位。
那么，什么是托克维尔给予"自由"这个最常用和最含糊的词语的意义呢？
在我看来，托克维尔关于自由的最清晰定义见于他在1836年发表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的评论中。
　　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照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一个人既然被认为从自然那里
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么他生来就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仅仅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
上，独立于他人，并像听从自己的命运那样支配自己的命运。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自由既是消极的，也是不确定的。
之所以说它是消极的，是因为这种自由表现为独立，表现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的选择。
之所以说它是不确定的，是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还有待于知道"仅仅涉及他本人"的东西会达到何种
程度。
按照其他的著作，这种与其他人相关的自由——或者在英语中，叫做freedom from（摆脱）——也有积
极的内容，它是为了追求自由（freedom to）。
自由一独立，孟德斯鸠可能称之为安全和没有任性，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中，也就是说在公
民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实现。
不过，托克维尔把政治自由——专制制度即使以民主制度自居时也加以取消的政治自由——视为最好
的价值。
对政治自由的无限向往显然能由个人动机来解释。
但是，他本人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理由来解释他的这种感情。
在民主社会中，　　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
为最普遍的情绪。
这种情绪轻而易举地蔓延到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
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这种情绪。
接着，同样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他又写道：　　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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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
‘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人们的贪图安逸，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雄心，
并且创造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善恶知识。
　　最后，他说：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
　　虽然托克维尔像反对革命的人那样，提及单数的自由，而没有提及复数的自由，但他处处明确列
出了自由的各个方面，如"治国的能力，权利的保障，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换句话说，个人自由
和思想自由，法律为防止专制而提供的保护，以及公民通过其选出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自由的总和构成了一般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能使平等的、首先关心福利的社会
变得崇高。
　　我敢说，不仅社会学家，而且作为名门望族的后裔的贵族，也有这种自由的感情。
在《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我们已经从中援引了对自由的现代概念的定义）中，托克维尔
也分析了自由的贵族概念：　　人们在其中看到共同权利的使用或特权的享受。
人们希望在行动上或某些行动上的自由，这并非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独立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每个
人本身拥有保持独立的特殊权利，这就是人们在中世纪理解自由的方式，在贵族社会中，人们也几乎
总是这样理解自曲，在获得对个人价值的狂热激情的人那里，这种贵族的自由概念产生了对独立的强
烈爱好。
它赋予利己主义以某种能量，某种特殊的力量。
这种概念虽然是由个别人设想出来的，但它常使人们采取异乎寻常的行动；当它被全民所采纳时，它
就能造就一些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民族。
罗马人认为，在人类中，只有他们才应享有独立；他们相信这种自由权绝非来自天性，而是来自罗马
。
　　这种自由，贵族的特权，属于不复存在的过去。
在1836年，托克维尔已经正确地提到自由的现代概念：所有人的权利。
20年之后，即1856年，他没有改变他的历史判断，仍然怀念萦回在他的头脑中的贵族自由，此外，他
还揭示了在他本人身上存在着的贵族传统和对民主自由的热切向往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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