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的哲学处于英国经验主义的笼罩之下袁
洛克尧贝克莱和休谟成为不可回避的三位宗匠遥在他
们身上 野存在着一种他们自己似乎一向不知道的矛
盾袁 即他们的精神气质和理论学说的倾向之间的矛
盾遥 冶[1]243就是说这些大师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温
和尧优雅的绅士袁具有公德心和公民美德的社会共同
体成员袁不过分地追求权势袁向往一种法律之下的自
由生活袁努力塑造一个宽容尧妥协的社会公共环境曰
而在理论学说方面却走向了主观主义袁 继承了圣奥
古斯丁袁追随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遥 这种后果袁造
成了对我一种知识的否定袁 意味着洛克式的心灵在
其一切思维与推理方面袁 除了只有自己的意会或能
够意会的各个观念之外袁别无任何直接的对象曰贝克
莱的只存在心及其表象袁外部世界被废黜了袁进而否
定了关于神的知识和关于自己的心而外的一切心的
知识曰休谟般的否定自我袁并且对归纳和因果关系表
示怀疑袁导致自我禁闭于唯我主义的世界中遥
随着法国革命和热月激情袁 感性和理性的身影

逐渐模糊袁各自的声音也缓慢地沙哑袁为了处理这个
哲学上的难题袁 德国人终于发话了袁 以一种更为精
妙尧深邃的眼光和视角袁审视了这个外在形式袁经由
康德尧费希特和黑格尔袁发展了德国特色的新哲学袁
在水深火热的革命浪潮中袁保卫美德和知识袁并赋予
其神圣的地位和先验的发轫遥

一尧康德的政治哲学道德化

这场保卫战的首倡者就是一个完全学院派人
物要要要康德遥他对知识的批判袁作为达成其哲学结论
的手段袁通过对空间尧时间的形而上学论点和认识论
论点的先验性证明袁利用时间尧空间的先天形式袁结
合物自体或本体的内在特性袁援引因果律袁达成一种

康德特有的先验哲学和道德哲学袁强调了和野物质相
对立的精神袁于是最后得出了唯独精神存在的主张袁
强烈地排斥了功利主义的伦理袁 赞成那些据认为有
抽象的哲学议论所证明的体系遥 冶[1]246

康德看来袁 迄今为止人们在寻找道德原则上所
作的一切工作遭受全部的失败袁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
外袁因为人们看到袁人通过责任被规律所约束袁但他
们没有想到他所服从的只是他自身所制订的袁 并且
是普遍的规律袁没有想到他之所以受约束袁只是由于
必须按照其自然目的就是普遍立法的尧 他自身所负
有的意志而行动遥对于康德来讲袁理性的东西不仅对
服从道德要求是必要的袁而且也是充分的袁是在其实
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视域中事实与价值范畴的运
用袁野一条规律被认为是道德的袁 也就是作为约束的
根据噎噎约束的根据既不能在人类本性中寻找袁也
不能在他所处的是世界环境中寻找袁 而是完全要先
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遥 冶[2]

因此袁为了保障这个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袁
康德需要一套完整的国家学说来实现其理念遥 这套
国家学说指导建立的国家是和当时的革命特征相悖
而行的袁以一种可见尧可行的实在证明袁表达知识和
美德在国家中的地位尧作用袁来进行哲学保卫战遥 因
此他的这套国家学说必然具有康德特点袁 即道德哲
学上的社会契约思想遥 这样,康德通过确立纯粹理性
和实践理性的概念,重建了自然权利概念遥 他首先区
分了自然权利与实在的或法律的权利, 指出后者属
于法理学的范围,而权利科学也即法哲学尧法的形而
上学 野是有关自然权利原则的哲学上的并且是有系
统的知识遥 冶[3]38康德不同意政治共同体合法性或正
当性建基与传统的实在论为基础的自然法之上的一
种世界观袁 也不同意将政治原则建立在现代经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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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袁 他主张通过一系列公设来提供若干先验
论的基石袁 从而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永久地设定人
的权利和社会共同体正当性的源泉遥 康德看来野人民
根据一项法规袁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袁这项法规叫做
原始契约遥 这么称呼它之所以合适袁仅仅是因为它能
提出一种观念袁 通过此观念可以使组织这个国家的
程序合法化袁可以易为人们所理解遥 噎噎从人民联合
成为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袁这个共和国就是人民袁但不
能说在这个国家中的个人为了一个特殊的目标袁已
经牺牲了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要要要外在的自由遥冶[3]143

这样为康德的社会契约提供了一个超越经验和事实
证明的永恒的前提袁区别了霍布斯尧洛克的近代认识
论和经验论的自然法袁 也有别于古代以逻各斯为起
点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正当淤[4,5]遥

二尧康德的社会契约思想

在康德看来袁野普遍的善尧 普遍的终极目标袁只
能通过一个第三者才能达到遥 而这个统治世界的力
量袁这个以世界中至善为其终极目的的力量就是上
帝遥 冶[6]303这个公设袁是基于信仰袁而且通过证明袁野理
性的本性是渴望统一袁并且获得统一尧欲求统一当作
本质的和实体性的东西遥 善与世界的对立和矛盾是
和这种统一性正相反对的曰 因此理性要求必须把这
个矛盾扬弃袁 并且要求一个本身至善并统治这世界
的力量袁冶[6]304这个角色也只能是上帝遥因此上帝也是
一般的存在的袁具有无限尧普遍尧无规定性等规定性遥
由此衍生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是一种 野规范性的
理想袁或者用康德的话说袁一种野理性观念渊idea of
reason冤冶袁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遥 所谓野理性观念冶大
致是指袁 尽管政治制度显然不是源自于这样一个实
际的契约袁 但社会契约观念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验
证他们的公正性院 这样的制度应该能够得到所有服
从于他们的人的同意袁 能够由这个民族的共同意志
产生遥 冶[7]126-127因此袁犹如莱斯诺夫所说袁康德的社会
契约论的实质袁与其说是一种理想的契约袁不如说是
一种假象的契约袁但是这种词语表达的意义袁更多的
是表面的而非实质的遥
在康德那里袁 绝对正确的理性的诫命要要要自然

法或上帝的理性作为社会契约论的前提袁 已经被抽
空袁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先验的道德律令遥在康德看
来野善和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被决定的袁
而知识后于道德法则并且通过道德被决定遥 冶[8]而正

当的优先性 野完全出自人们在彼此外在关系上的自
由这一概念袁而与所有的人天然具有目的渊即以幸福
为目标冤以及获得它的方法的规则毫不相干遥冶[9]但是
这个新的前提仍旧是以一种近似上帝的角色出现
的袁上帝是至善的袁本身就是一个终极目的曰而道德
律令所涵盖的先验性也体现在道德的基础上袁 康德
权利的公设是:野外在的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
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其他所有人的自
由并存遥 冶[3]41其假设为了道德而假设自由袁因此其内
在核心必定是我们所认定的自尊要要要人类的自尊袁
这自尊的逻辑起点和先验基础就是个人自由遥 为了
道德才假定自由袁人应该是自尊的遥 作为理性存在袁
人必定是道德的袁也必然是自尊的遥自尊是道德化的
存在袁其先验基础是个人自由遥进行道德生活才能实
现自由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不自由的袁只有履行
了道德袁社会尧个人自由才会可能袁这是根基与康德
的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理论大厦之上遥 其实上帝
的角色或者霍布斯尧 洛克那里的自然法和康德的道
德律令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的袁 但是在引入道德律令
的时候袁康德假设了人的本性的善袁进而降低了康德
社会契约的有效性袁 毕竟任何契约的订立是有一定
的目的的遥 由于人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自我损失
最小化袁 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的可预测性和有效性的
机制保障袁霍布斯尧洛克的视域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
这种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袁 他们的前提假设就是人
性恶袁在前政治状态的自然状态中袁没有社会契约将
会处处不便袁任何行为都可能伤害自身袁这样的逻辑
推衍出自然法或上帝的作用袁显然就符合经验遥而康
德的那种人的道德假设袁为了强调人的主体性袁即善
性袁消弱了社会契约的解释力袁最终只能认为社会契
约不是一个随意可以订立的协议袁 而是一种先验的
外在表现袁其自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先验性遥

三尧康德社会契约论的突破

就实质上看袁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袁使
野契约论连同与他密不可分的自然法理论一齐开始
走向了衰落遥冶[7]133康德用了社会契约思想袁但他承认
这是一个历史的虚构袁那种在时间尧空间和因果律上
不存在的东西袁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袁因此社会
契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意义的袁野既然政治义务
可以直接建立在道德义务的基础上袁 那么就没有必
要安插一个契约了遥 冶[14]

淤施特劳斯认为传统的自然法理念和近代自然法理念还是有严格的本质区别遥 前者主要是通过先在的世界观认识袁认为有一种客观存
在的野法则和尺度冶袁即一先于人类意志并且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具有约束力的秩序和普遍规则袁是一种逻各斯袁更是一种自然正当曰后者
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预设袁表示了人的一种主观诉求袁更有功利主义的意味袁起始于人的自由意志和追求个人利益袁是一种自然权利为
论证的基础遥 参见列奥窑施特劳斯.霍布斯德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袁2001.列奥窑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袁译.北京院三联书店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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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逻辑袁 却从另一个视野中另辟蹊径构
建了康德特色的理念袁即康德社会契约的理性理念遥
康德认为野一次规定服从的真实契约袁原来就是订立
在公民政府成立之前袁此事是否属实曰或者袁是否这
个权力产生在先袁而法律知识是以后才有的袁或者可
能是这样的顺序遥 由于人民事实上已经生活在公民
渊或文明的冤法律之中袁这类问题或许完全是无目的
的袁或者是对国家充满微妙危险的遥如果臣民在探究
国家的起源后袁起来反对当前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袁
他就会提出院他是一个公民袁要根据法律和完整的权
力才能对他加以惩罚尧毁灭或剥夺公民权遥法律是如
此神圣和不可违反袁它自身就表明必须来自最高的尧
无可非议的立法者袁以致哪怕对他只有一丝怀疑袁或
对它的执行停止片刻袁那实际上是犯罪遥这就是下面
一条格言的含义野一切权力来自上帝遥 冶这个命题并
不是说明公民宪法的历史根据袁 只是作为实践理性
的一种理想原则遥 [3]147显然康德的社会契约变成了政
治事务的公正性的标准袁 而不是政治义务的一个标
准遥这种社会契约是被公民与公民之间尧公民与上帝
之间尧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协议袁而不是一个先验的
客观存在遥 社会契约成为一种立法者或统治者的向
导袁是检验一切政治制度的标准袁而不是约束统治者
的法律依据袁 更不是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责利
关系的条文遥 这个共同体中的最高立法权并非是一
种可以转让的权利袁 而是所有权利中最带有对人因
素的权利袁不管谁掌握它袁只能通过人民的联合起来
的意志去处理人民的事情遥因为袁联合意志是一切公
共契约的最后基础遥 如果一项契约规定人民要再次
交还他们的权力袁那么袁人民的地位就不是立法者袁
甚至可以说袁这是约束人民契约遥这项契约袁根据野没
有一个人能伺候两个主人冶的原则来衡量袁它是自相
矛盾的遥 所以其本身的存在是不依赖于社会任何主
体尧客体的存在袁更不是立足于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最
早的签订遥是否符合这种先验的社会契约袁反倒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尧一部法律是否合法的基础遥
就我个人看来袁 康德的意义不在于终结了自然

法和社会契约袁反倒是用道德律令代替了自然法袁一
种自在自为的客观存在作为衡量的依据袁 以此为起
点袁按照唯实论的传统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理念袁建构
一种形式或理念上的社会契约袁 结合先验存在的道
德律令来组成政治共同体遥若于霍布斯尧洛克和卢梭
相区别袁只是在康德的自然状态中的人都是善而已袁
以道德律令约束下的善性取代原有社会契约订立的

功利主义基础遥 人们藉以把自身组成为国家的原始
契约,不必是事实,也不可能是事实,它只是一种理性
的观念遥 野最高权力的来源袁对于受它的权力支配的
人民来说袁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遥冶[3]146这就从法理哲
学角度提高了契约论的论证水平遥 康德的社会契约
论是以个人主义立论的遥 康德把权利的普遍法则或
所谓的理性法则规定为 野一个人的任性和另一个人
的任性的符合一致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自卢梭以
来各种社会契约论观点的通俗的理解遥 按照康德的
这种理解,权利的实体性基础和首要的东西,不是自
在自为地存在的尧合乎理性的意志,而是单个人独特
的意志遥 康德把野人是目的冶宣布为绝对命令,确立了
个人主义理论中的一条根本原则院 单个的人具有至
高无上的和内在的价值或尊严遥 有了道德的人的存
在袁任何外在的法律其实是多余的袁通过道德律令袁
能够带来的最大的善袁我看莫过于有更多的时间尧空
间来实现国家和人的内在的善袁 即国家和人的完善
和发展遥

四尧结 语

虽然说社会契约论在经受了功利主义尧历史主
义的挑战后袁到 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低迷状态袁但
仔细探究其源流袁 其方法论和归宿都是自由主义
的遥
康德的社会契约论的优点在于方法论上的中立

主义袁通过将自然法置换先验的道德预设袁在此基础
上结合其批判理性和纯粹理性的道德哲学视野袁假
定了人们通过主体选择达成的协议而产生了规则和
制度袁这些是作用于契约的中立方法获得的袁由此产
生了协议或秩序在程序上的合法遥
总之袁 康德的社会契约论学说是建立在自由主

义基石上袁为了道德而假设自由袁通过先验的道德架
构的外在约束袁自愿做出承诺袁达成协议袁将特定的
社会道德准则尧 经济和政治体制纳入到特定的非道
德环境中遥

康德这种以道德律令为起点袁其契约论的野承
诺冶和野自我约束冶为自明的道德前提袁由自身的意
志来约束承诺和践诺的观念袁 形成了一种后天社
会的个人自由袁 构建政治和经济秩序袁 依赖于人
的建构理性或实践理性袁 能够以抽象的方法建构
实践过的准则袁 推出社会正义制度和伦理底线袁这
是康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论的独
特的径路遥 渊下转第 34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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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Kant assimilated the thought of social compact in traditional European philosophy. In
order to build a n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create a national doctrine, Kant
establishes his theory of social compact, using his theory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and pure reason.
Key words: social compact; reason曰virtue philosophy; rule

[责任编辑院孟青]

[19] 文天祥. 文天祥全集[M]. 北京院中国书店出版社袁1985.
[20] 陈傅良. 止斋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本
[21] 赵翼. 瓯北诗话[M].北京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袁1963.
[22] 王禹偁. 小畜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3] 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2004.
[24] 朱熹. 五朝名臣言行录[M].上海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02.
[25] 陈亮. 陈亮集渊增订本冤[M].北京院中华书局,1987.
[26] 黎靖德. 朱子语类[C].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86.
[27] 叶适. 水心文集[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61.
[28] 脱脱. 宋史[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77.
[2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56.
[3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92.
[31] 庄绰. 鸡肋编[M].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83.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Official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irit

FAN Jian-wen
渊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Luoyang Normal College, Luoyang 471022冤

Abstract院 During Song Dynasty袁the cultural officials had gotten their status evidently changed. These officials were not only
well-informed and versatile but also suspicious to ancient culture and innovative. They held holy ideals to assist the society,
participated in the politics actively袁rectified and reformed the society and ev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ir nation at stake.
Their time spirit put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院 the cultural officials曰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曰nation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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