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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思想史上的公民观念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传统。共和主义的公民，是一个分享

公共权力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献身公共事务和追求美德生活的爱国者。自由主义的公民，则是

一个追求个人财富、享有自由权利的市民和享有选举权的选民的混合体。二者分别是城邦和自由社会

的产物。这两种公民观的对立，表征着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冲突。在西方思想史上“公民”的形象经历

了深刻的变迁。在从柏拉图到卢梭的一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是履行公共职责和享有政治自由的

政治公民。在洛克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二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是追求财富和享有个人权利的

有产市民。而在托克维尔的市场、国家和社团三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则是积极公民和消极市民

的混合体。托氏以公民社团弥补代议制政体的参与匮缺的共和自由理想，融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

种公民遗产，而寻求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社团生活中复兴共和主义公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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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和主义公民观念 

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公民，是城邦制度的产物。城邦是一种公民共同体，公民则为组成城邦的自

由人。所谓“公民”指城邦中分享决策权或统治权的人。按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定义，公民

即“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
①
“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来是指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

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

又乐于受治的人们”。
②
人类作为天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

①
在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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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政治是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公民首先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人”，他以政治生活为中

心，以献身于公共事务的美德生活为宗旨，并以参与政治过程为实现自由的途径。如果说古代城邦政

治是—种建基于公共德性的美德政治，那么公民也是一个道德公民。 

在古希腊，公民资格具有严格的限制，其范围仅限于本邦出身的成年男性自由民，妇女、奴隶、

契约农民和外邦人均不在公民之列。因而,享有政治权力的公民，仅属于少数人的政治共同体。在雅

典，公民人数约为 3万，仅占其 50万城邦人口的一小部分。公民权是自由的基础，对古希腊人来说，

最不幸的命运是被放逐，它意味着对公民权的剥夺和自由的丧失。 

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相对于部落的野蛮和帝国的不自由，城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形式。在那

里,公民可以通过自由而实现美德生活。城邦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对古

希腊人来说，城邦的目的即在于促进公共善和美德，城邦生活是一种追求公共幸福的高尚的美德生活。

②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城邦不只是同一地区的居留团体，也不只是便利交易的经济团体和维护安全

的军事团体。城邦是生活良好的家庭和部族为追求自足而至善的生活结合而成的。一个城邦的终极目

的是“优良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婚姻、氏族、宗教和文化等活动，只是达致优良生活的手段。因

而，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在公民中，谁对团体所贡献的善行越

多，谁就具有更为优越的政治品德，因而就应该在城邦中享有较大的权益。
③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自

由是道德的手段，公民本质上是一个追求公共幸福和高尚生活的“道德人”。 

在希腊城邦中，公民的政治自由是相互而平等的。一个好公民不仅要具备公民四德，即节制、正

义、勇敢、端谨；而且必须兼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种品德，譬如具有“主人的正义”和“从属的正

义”。
④
而柏拉图（Plato)认为，人的心灵世界由欲望、激情和理性三部分组成，正如国家由商人、军

人和政治家三等人组成一样。欲望占心灵的最大部分，而正义的人则是由理性主导而心灵三部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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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之人。只有具备节制的美德才意味着道德的自由，即成为“自己的主人”。
①
相反，奴隶、女人、

儿童和下等自由民往往受欲望支配。
②
而依理性行事的护卫者，才是最高尚的公民。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满了城邦式的公民集体主义。在那里,城邦大于个人，它是一个统

一和谐的社会有机体。公民作为履行国家职责的自由人,应该具备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

护卫者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经过严格选拔,通过音乐教育、体操训练而陶冶心灵和锻炼体魄，并由公

产公妻公育的共产主义体制培育其为国服务的公共精神。在柏氏看来，一个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是一

个全体公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国家，它就像一个

各部分痛痒相关的生命有机体。
③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城邦生活注重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崇

尚公共的善和集体主义。对于公民来说，公共事务永远优先于私人事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倡言

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将城邦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柏氏强调：“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

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
④
亚氏认为，城邦虽然在发

生程序上后于个人与家庭，但其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与家庭。就本性而言，整体必然先于部分，犹如

人体之全身先于手足。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不足以

自给其生活，而必须共同结合于城邦才能满足其需要。因而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本性。“平等的公正”，

是以城邦整体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
⑤
亚氏理想中最公正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它应不偏于

少数贵族和多数平民，而以全体城邦公民的利益为依归。这一使少数和多数各得其平的城邦共和制，

也是梭伦雅典创制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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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是古代民主政体的构成要素。“民主”的原义为“人民的统治”，亦即公民政治。古希腊人将

平等、法治，以及公民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视为实现自由的条件。
①
雅典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

典范。雅典城邦以全体男性成年自由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它是选举和议事机构，

其职责为选举执政人员，并在其任满后审查他们的功过。“议事会”成员由公民抽签轮流担任，其职

责是预审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由平民组成的“公审法庭”，为城邦的最高审判机构。城邦的行政事

务，由选举的贤良担任，他们通常是德高望重和家产殷实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把公民大会、

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贤良所任职司之上的平民政体,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所

有参加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能大于那些少数贤良所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自然也大于他们各人的

个别性能。就多数平民而论，其中每一个人常常乏善可陈;但当他们集合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

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在雅典，公民通过担任公职或通过公民大会及法庭中的表决权,来分享城邦的

治理权。雅典政体可谓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制民主”的极致。 

反讽的是，这种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古代城邦民主制，是建立在蓄奴制基础之上的。在古希

腊，一个城邦家庭通常由自由人和奴隶组合而成。家庭关系包括主与奴、夫与妇、父与子。
②
来自战

俘和殖民地的奴隶，是希腊自由人的财产的一部分,其家务和生产劳动主要由奴隶承担。承担政治事

务的自由人有时还将管理奴隶的事务委托管家办理。因而悖谬的是，古代城邦民主是与奴隶制共生的。

奴隶劳动和妇女劳动所提供的财富和闲暇，是城邦公民得以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条件。诚如阿克

顿(J. Acton)所言：一个人口 50万但只有 3万全权公民，实际上仅由约 3000人参加的公民大会统治

的国家，几乎不能说是民主的。
③
黑格尔指出，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在希腊人中间，所以他们是自由

的；但是他们和罗马人只知道少数人的自由，而不知道一切人的自由。即便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

如此。因而希腊人不仅蓄奴，而且将他们自己的自由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和人的奴役状态。
④
古希腊这

种民主制与奴隶制并存的自由奴隶制，呈现了一幅古代社会自由与奴役相反相成的历史辩证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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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预示了民主的深刻悖论。 

城邦民主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共管理的非职业原则。城邦实行的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合一的

公民政治。多数公职人员由选举和抽签而产生。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由平等的自由人所组成，城邦

中的自由公民按规定时期或按其他轮流的程序，轮流执政。由于全体公民都享有天赋平等的地位，依

据公正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坏事，都应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同时,执政者实行轮流退休，

其退休以后和其他同等的自由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对于公民来说，在同一时期一部分人主治，另一部

分人受治，经过轮替，同一人好像更换了一个品类。因而城邦公民政治是一种非职业治理的前官僚政

治。 

在古希腊的共和主义传统中，公民是一个献身公共事务、享有政治自由和追求美德生活的城邦成

员。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有着高尚而积极的人生目标,并在城邦中时而轮流担任政府官员、军人、法

官等公职。质言之“公民”即分享公共权力之民。 

二、自由主义公民观念 

自古希腊以降，欧洲公民社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其间，古希腊罗马的公民传统,经中

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和欧洲贵族社会而薪火相传，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 

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公民”的身份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在现代社会，公民（citizen)

不再是古希腊式的享有政治自由的城邦成员，而是民族国家中平等地具有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成员。

对于人格独立的现代人来说，公民自由更多与个人权利而不是公共义务相联系。资产者的崛起，产生

了一种新的公民自由和公民精神。G.D.拉吉罗（G. D. Ruggiero) 指出：公民自由是由体现于资产阶

级精神的现代意识中萌发的一种相对于封建特权的新自由。作为新人的公民,他将是自己的批评家，

自己的法官，自己的辩护者，自己的行政长官，自己的统治者。在这种意识产生之初，所有的社会障

碍都已被清除，他认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一律平等，他的自由对他来说是一种能扩展到所有领域的权利，

一种所有人之为人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⑤
①
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公民自由权利的

发展提供了思想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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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公民身份意味着公共义务，那么，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则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现代公

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公民权利普及的过程。公民权利由古希腊罗马自由民的公民权、中世纪贵族

的法律特权演变而来，经欧洲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而逐渐扩展到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各

阶级。诚如 T 雅诺斯基（T. Janoski)所言:在近代史上,公民是上升的、最富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它

包括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有产阶级、近代的新兴产业阶级，以及那些使自己摆脱了依附和贫困的农奴和

臣民、殖民地受压迫者、各种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以及妇女。
①
一部公民社会史，伴随着公民身份的不

断普及和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T.H.马歇尔（T. H .Marshall)将公民权利的历史概括为法律权利、

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发展过程。18 世纪产生了公民权利，即法律平等、个人自由，言论、思想和信

仰的自由，以及财产权等。在 19世纪,政治权利或政治公民身份得以发展，它表现为选举权的普及。

在 20 世纪，政治权利的运用产生了社会权利，即享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分享全部社会遗

产的权利。与此三种公民权利相对应的公共机构，为法庭、代议性政治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和学校。

②
公民社会、立宪国家和市场经济，构成了自由秩序的三大支柱。 

现代社会的兴起，伴随着个人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经历了个人与共同

体、社会与政治分化的历史过程，并且产生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新人类。马克思把现代化归结为由“人

的依赖关系”而“人的独立性”的社会转型过程，
③
并把现代人概括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利己的市

民”和“法人化的公民”。
④
这一定义在个人与社群、个人与市场、个人与国家多重关系中揭示了现代

公民的复合身份。在马克思的现代人形象中，“独立的个人”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表征，是现代人的基

本人格特征,他在市场社会中是独立自营的市民，而在民族国家中则为独立自由的公民。质言之，现

代社会“独立的个人”，具有“市民一公民”复合身份。“Citizen”（公民一市民）一词，同时含有

Citoyen(城邦公民）和 Bourgeois(资产者）、即国家公民和有产市民的双重涵义。这种现代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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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3 页。 

 



民一市民”的两面性，表征着现代社会结构之经济与政治的分化和冲突。
①
 

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与国家的分化,亦即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成长。市民社会是

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生活领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分化的现代社会，公民身份发生了历

史性的变迁。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市场社会和契约社会，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文艺复兴和启

蒙运动以来“个人的发展”,表征着现代社会人的“精神个体”或“主体性”的生成。黑格尔将现代

性的成长概括为“特殊性”的分化，亦即“主体自由”的生成，这一历史过程是通过从家庭向市民社

会的过渡而实现的。 

市民社会是一个立基于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契约社会，它以合理谋利的经济原则代替了中世纪宗教

和家庭义务的伦理原则。市民社会的个人是自利主义者“利己的市民”，即布尔乔亚或资产者。其自

利的“经济人”的谋利活动，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使现代人和献身于公共事务的古代雅典公民

的“政治人”形象区别开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利己的市民”有一段著名

描述：“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

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

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

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②
这种合理牟利的交易原则，成为

市民这一新阶级的行为准则。斯密相信,建基于交易原则的市场秩序的“无形之手”，可以自发地将私

人的牟利行为导向公共福利和经济繁荣。另一位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对现代商业

国家的异质性和多元分化趋势大加赞赏：“当国家分裂为一小块一小块，分裂为一个个小政治实体时，

如果人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每个县府都是自由的，独立的，那么这对于人类将是多么美

妙啊！这对于工农业、婚姻、人口是多么有利啊!”
③
 

黑格尔（G. W. F. Hegel)认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

                         

①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5 页。 

②
圈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96 年，第 13—14 页。 

③
英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春、王绍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999 年，第 156—157 页。 

 



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其他人又是他达到目的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特殊目的通

过同他人的关系而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此即市民社会之个

体的“特殊性的目的”和交往的“普遍性的形式”两大辩证原则
①
其表征着自利与互利、权利与义务

相统一的契约式市场秩序。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这种建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形态，概括为“以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②
 

商业国家的兴起导致了公民社会的变迁。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在讨论孟德斯鸠的自由观

时,分析了孟氏关于现代英国与古希腊罗马共和国比较的著名评论。古代共和国建基于美德和公共利

益，而英国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每个公民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生活。英国背离了民主制美德的一致

性,美德不仅为现代英国所不需,而且它对于英国而言甚至是危险的。英国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贪婪和

野心构成了英国制度的道德基础,而不是它的致命敌人。每个人的利己心支持着他对于自由和爱国精

神的崇尚。英国是一个追逐财物的世俗社会，它不需要一个共同的宗教或民主的美德来规约共同体成

员，因而它能允许人们比古代雅典更大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
③
斯氏进而指出，现代英国的法律自由

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公民，他们以自己的独立性为荣、一心进取而完全漠视其是粗俗的激情

的奴隶。
④
 

在公共政治领域,现代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重新阐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将政府公共权力的起源归因于社会

契约，即自然状态的人们为了自由和安全，自愿转让部分天然自由而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

公民的自由权利，即自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
⑤
洛克的自由政治理论提出了几个新原则：一是市民

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治的分离,个人让渡权利并授权组织政府以后，则退出政治过程；二是自然状

态与公民状态的连续性，政府的合法性源于人的自我保存和追求财富的自然权利；三是政治的世俗化，

国家的目的是保护市民的财富和权利。洛克的这一市民式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范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97 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4 页。 

③
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下，第 604—605 页；第 605 页；第 8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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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下，第 604—605 页；第 605 页；第 855 页。 

⑤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企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77 页。 



体的新原则。如果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以理性和美德为基础，那么洛克的政治哲学则以欲望的解放和

满足为基础。
①
在洛克那里，自我保存和追逐财富的“市民”取代了献身公共事务的爱国“公民”。 

英国式的代议制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它革新了民主政体的形式，亦改变了公民与政

治的关系。戈登•伍德（G. S. Wood) 指出：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的含义一如既往，表示由

人民治理的政府。但开明的不列颠人都同意，这种由人民直接统治自己的字面意义上的民主理想，只

有在古希腊城邦和新英格兰城镇才近似地实现；而大范围的共同体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我统治，或简

单民主。同时，所有不列颠人仍然相信,在统治中人民的角色对于防止暴政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大规

模的现代国家，如何显示人民的存在？鉴于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就有了英国人

的伟大发现，即美国人称为“用少数取代多数”的代议制度。
②
三权分立的英国立宪政体，奉行混合

政体或平衡政体的理念，其王位、上院和下院三位一体的制度，分别代表了国王、贵族和平民三个等

级，它奇迹般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平衡的混合政体理想。
③
英国人在下院

有自己的代表，他们通过自己选举的议员而间接地参与政府的公共事务。英国人的“代议制民主”与

古希腊人的“参与制民主”，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古代城邦两种民主政体类型。 

与代议制相联系，政治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古希腊业余治理的非职业原则让位于现代官僚

制的职业化原则。按照韦伯（Max Weber)的分析，工业社会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建基于官僚制度的“竞

争性的精英民主”，它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毋宁说是人民选举统治者的方式，因而其实质上是一种

“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表现为行政管理，而官僚制则是理性化的现代社会

最具技术优势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的分化，直接民主的行政管理必然转化为精英统治。官僚体

制化的发展是民主的平行现象“民主化”一词的误导之处在于:在较大的团体中，无组织的群众意义

上的“人民”永远没有自己进行过管理，而只是被管理；民主只不过意谓变换选择进行统治的行政领

导者的方式，以及通过公众舆论对行政管理工作施加影响的程度。民主化并不必然会增加人民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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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式的统治。
①
与此相联系,公民角色亦古今异趣。古代雅典自我管理的“公民”，已被现代英国式的

享有选举代表权的“选民”所取代。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家理论具有了现代的新范式，“国家”的目的，已由追求公共美德转变为

保护个人的财产和自由。与此相联系“公民”亦具有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的涵义:共和主义的公民，

是一个献身公共事务和追求美德生活的爱国者。自由主义的公民，则是一个追求个人财富、享有自由

权利的市民和选举政治代表的选民的混合体。二者分别是城邦和自由社会的产物，前者体现了城邦生

活的同质性、公共生活理想和对整体的忠诚;后者则代表了自由社会的异质性、个人自由意志、社会

与国家的分化。这两种公民观的对立，表征着公共性与私人性、古典与现代、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

冲突。 

三、公民与布尔乔亚:在公域自由与私域自由之间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现代性是一柄自由和异化的双刃剑。现代社会人的基本困境在于：商业国家

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了公域与私域、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并使人成为追逐私利的利己的市民；而

由代表行使治理权的代议制度导致了公民与政治过程的疏离,使公民沦为被保护的消极臣民而丧失了

政治自由。这两种倾向，使现代市民丧失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和自由美德。质言之,布尔乔亚式的市民

社会，是导致非公民的人的异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现代人的“市民”与“公民”的两面性，表征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诚如拉尔夫•达仁道

夫(Ralf Dahrendorf)所言，现代社会的经济部分和政治部分，是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与现代性的

两面性相联系，公民亦具有两面性:他既是市民或资产者，又是城邦公民或国家公民。其中一个是经

济增长的先行者，另一个则是平等参与的先行者。英国的资产者和法国的第三等级可谓现代社会的孪

生子女，他们共同构成了“公民”这一经济和政治复合体的新社会形象。
②
然而，这种追求私人利益

的布尔乔亚和献身公共事务的公民的两面神，表征着现代社会的冲突和人性的矛盾。 

让•雅克.卢梭(J. J .Rousseau)政治理论之要旨，是追寻超越公民与布尔乔亚二元对立的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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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这一共和国是公民共同体的理想政体。卢梭的政治理想是斯巴达和日内瓦共和国式的道德共和

国，它由道德公民组成，他们是一些富有公共精神的爱国者、具有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战士。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批判自由主义人论的局限性时指出，布尔乔亚作为自由社

会最典型的新型个人，是一个能为当前的自我保存和物质幸福而耗尽全身精力的人，他只关心周围的

社会,视之为满足私利私欲的手段。洛克所描述的这种人，不需要具有公共精神和爱国精神，更不用

关心周围人的幸福。正如康德所言，如果魔鬼有理性，自由社会也可以由魔鬼组成。霍布斯或洛克的

自由主义理论将自我保存视为一个人最根本的自然权利，但这种理论难以解释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

何以会在战争时期参军作战而为国献身，何以会在和平时期选择公共服务和从政，而不是沉湎于自私

自利的生活。
①
 

1767年，在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5 年之后，苏格兰思想家亚当•弗格森（A.Ferguson)出版了

他的《公民社会史论》。弗氏虽与亚当•斯密同被归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但其对现代性的忧思

则更多表现了一位社会批判家的理论洞见。 

《公民社会史论》是一部关于公民社会史研究的杰作。弗格森通过考察古希腊罗马以降欧洲公民

社会的历史变迁，揭示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基本分野，在

于个人对共同体的独立。对于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而言，个人不名一文，公众至高无上。而对于现代

欧洲人而言，则个人至高无上,公众不名一文。国家不过是部门的综合体，它以财富、声望或权力作

为人们所提供的服务的奖赏。甚至早期现代政府的本质，就是为个人提供固定的地位和尊严。
②
弗氏

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或公共性和私人性，区分了古代公民和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 

弗格森对现代性的忧思,使人想起了卢梭对商业文明的批判。他认为，在蒙昧状态下的人类，其

风尚有着极大的一致性。但是，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他们就忙碌于各种各样的事务。他们生存于

更广阔的天地里，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更遥远了。在文明社会，商业可能会一直繁荣下去，但其所

蠃得的优势是以牺牲其他追求为代价的。对利润的渴望压抑了对完美的热爱，私利使心灵变得冷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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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03 年，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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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①
专业分工有利于提高技术和促进商业的发展，但它也会破坏社会纽带。弗氏更为忧虑的是，现

代商业文明对公民精神的腐蚀。他哀婉地指出，分工甚至会消解集战士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公民。在古

希腊，”当战争和国家事务以及其他事务都成为不同专业的职责时，雅典对于战争和国家事务的管理

就越发不尽人意了。该民族的大量史实证明了：当他们是以这些专业和其他技艺来区分自己时，他们

就不再是公民了。”
②
弗氏进而指出，分工将造就公民的艺术和造就政治家的艺术区别开来，将制定政

策和进行战争的艺术区别开来，这无异于分解人类的性格，而且还有导致专制的危险。
③
 

弗格森进一步分析了现代自由体制与美德的悖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仅仅

在于确保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不考虑臣民的政治品质，那么这种体制确实是自由的，但它的成

员却可能没有能力享有和保存自由。在自由体制中，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埋头各自追求私利和享乐

而不受干扰。而这种重个人财产而轻公共福利的制度，将断送人类的美德。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

民族精神的萎靡，而每一种体制的建立和保存都有赖于个人活力。美德是民族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共和国中，一人身兼数职，同时扮演元老院议员、政治家和战士的角色。而在商业国家中，一

人只需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就够了,分工使各自分离的目标更易于实现。然而，共和政体导致民族进步

和繁荣昌盛，而商业国家则导致人的精神萎靡和民族衰亡。
④
 

与卢梭一样,弗格森崇尚古希腊公民普遍参与管理国家和捍卫国家的城邦民主制度，并将古代公

民誉为“最优秀的战士和最优秀的政治家”。
⑤
从古代公民社会出发来反思现代性的病源,是弗氏《公

民社会史论》的理论宗旨。他深刻地批判了布尔乔亚社会的个人主义、商业文明以及分工对公民精神

的腐蚀。 

18 世纪法国自由派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B. Constant)的两种自由之辨，进一步揭示了古代公

民与现代市民的不同人性倾向和自由诉求。贡斯当 1819 年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

由》，从古今自由观的分析入手，区分了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

                         
①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 61 页；第 207、240 页；第 241页；第 254 页；第 247、249 页；第 253 页。 

②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 61 页；第 207、240 页；第 241页；第 254 页；第 247、249 页；第 253 页。 

③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 61 页；第 207、240 页；第 241页；第 254 页；第 247、249 页；第 253 页。 

④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 61 页；第 207、240 页；第 241页；第 254 页；第 247、249 页；第 253 页。 

⑤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第 61 页；第 207、240 页；第 241页；第 254 页；第 247、249 页；第 253 页。 



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

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和有限的主权

者。造成这两种自由之差异的历史原因在于：国家规模和疆域的扩大导致每个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

应降低,奴隶制的废除使自由民丧失了因奴隶劳动而造成的闲暇，商业不再像战争那样给人们的生活

留下间歇，以及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热爱，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古代城邦公民的政治自由的社

会环境。因而，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

的私人快乐。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现代人不可能牺牲个人自

由，以实现政治自由。
①
贡斯当关于古代“政治自由”和现代”个人自由”之辨，揭示了崇尚政治参

与的共和主义积极公民与追求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消极市民之间的基本分野。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辨,是对贡氏两种自由说的理论发展。 

古代公民与现代公民不同的自由理想，表征着古今政体的历史变迁。贡斯当认为，代议制的兴起

源于现代人对个人自由的诉求。现代人不同于古代人的自由诉求，需要一个与古代不同的政治体制相

配合。“我们需要代议制度。代议制是这样一种组织，1个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组织安排少数人去做国家

自身不能或不愿做的事。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佣管家。这就是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
②
此即

古代的简单民主让位于现代的复杂民主的原因。贡氏强调，对于管家代理的代议制来说，问题在于如

何监督管家，防止其滥用职权。 

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并不是一个反对共和主义的自由派思想家，他并没有否定古希腊的政治自

由遗产。作为卢梭的瑞士同胞，贡斯当对古希腊和其祖国的共和传统怀有复杂的感情，对现代性的流

弊亦心怀忧虑。基于对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之关系的深入思考，贡氏提出了一个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

问题：如何超越共和传统与自由传统的对立，融古代公民遗产于现代市民社会之中，而实现“共和自

由”的理想。在贡氏看来，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各有其危险：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人们偏重社会权

力而轻视个人权利和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人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和私人利益而

                         
①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父、刘满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5

页 
②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父、刘满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99 年，第 44 页;

第 46 页 



放弃政治权力的分享。因而，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对人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我们必须学会将两

种自由结合在一起”。
①
贡斯当的共和自由理想，回应了卢梭问题和其新共和主义对英国自由主义及代

议制的批评。 

四、共和自由的公民理想 

贡斯当的共和自由理想，旨在调和公民与市民的对立，以实现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公共精神与

私人权利、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平衡。然而，如何在现代自由宪政中接续共和主义公民遗产，而兼

容公域自由与私域自由？这正是 1831 年托克维尔（C. A. D. Tocqueville) 在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时

所思虑的一个基本问题。 

托克维尔关于现代人的自由和公民角色问题的思考，与贡斯当一脉相承。他认为，在现代社会，

人们过度专注于个人自由和私人利益，而厌恶公共的政治义务，这种疏离政治自由的倾向，是孕育专

制主义的温床。而美国民主制度避免了这种倾向，它的优点在于代议制与参与制的结合，即在全国实

行代议制度，而在地方和社会团体实行自治。除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传统，遍布全国的形形色色的

社团，表征着美国市民生活中富有活力的结社传统。在法国，创办新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由

当地权贵带头;在美国，则由社团组织。
②
这种社团自治的传统，成为美国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

托氏对美国的自治社团高度评价，因为它保留了共和主义积极公民的传统。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化的现代商业社会，如何在市民生活中发扬公民精神，是托克维尔关切

的一个基本问题。他从年轻的美国看到了民主社会所孕育的公私兼备的现代公民精神：“一个美国人

在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在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像把

私人利益全都忘了。他有时好像是在受强烈的利己主义私欲的驱使，有时又好像是在受崇高的爱国主

义的推动。……美国人却能交替地将同样强烈的热情时而用去追求财富，时而用去追求自由。”
③
这里，

公民与私人的统取代了卢梭批评的自利与正义分裂的异化生命。在托氏看来，一个民主社会的现代人，

可以集爱国的公民和自利的市民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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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旨在综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想遗产的共和自由思想，在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复兴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是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重要思想主题。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通过阐扬托克维尔的共和自由理想,试图从中寻求超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第三道路”的灵感。

泰勒强调：“雅各宾”式观点所强调的是政治自由的共和传统，但却又用它吞并市民社会；而“消极

的”自由观则彻底否定政治自由。但是托克维尔却与上述两者不同，他在分立的、非集中化权力的背

景下重新阐释了共和自由的理想，其理论范式源自孟德斯鸠学派。孟氏所提出的原本主要作为特权之

堡垒的“中间团体”，在托氏那里则变成了自治的社团。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并非一种外在于政治

权力的领域，而毋宁是深深穿透于这种权力的一种力量，它使权力处于分立和分散的状态。市民社会

的组成部分是“两栖的”。
①
泰勒对托氏“共和自由”理想的阐扬，寄寓了其社群主义的公民理想。他

旨在打通市民社会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两橛,在二者的融合互动中实现共和自由理想。 

20 世纪后期，作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可谓托克维尔的

共和自由思想遗产在当代世界的悠远回响。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将此公民社团运动

称为“社团革命”。
②
他指出“公民社会部门”是私人组织、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集合体。这类

自治的公益性的私人组织，包括有成员资格要求的社团、地方社区团体、俱乐部、医疗保健组织、教

育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和自助团体等。公民社会部门的兴起，超越了长期以来“市场”与“国

家”二元的现代社会两部门模式,而出现了非营利和非政府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部门为公民在追

求公共目标的过程中得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中介。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 18 世纪的伟

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 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公民社会组织则为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造。

③
③
萨拉蒙强调，这场公民社会部门的“社团革命”，正在实践当年托克维尔以“联合的艺术”凝聚公

民社会的理想。④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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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西方思想史上“公民”的形象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在从柏拉图到卢梭的一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

公民是履行公共职责和享有政治自由的政治公民。在洛克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二元模式的公民社会

中，公民是追求财富和享有个人权利的有产市民。而在托克维尔的市场、国家和社会三元模式的公民

社会中，公民则是积极公民和消极市民的混合体。托氏以公民社团弥补代议制政体的参与匮缺的共和

自由理想，融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种公民遗产，而寻求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中复兴共和主义公民

理想。他试图在现代自由民主秩序中重建公民社会，在社团生活而非政治过程中复兴公民传统。因而

在托氏的公民图景中，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既不同于管理城邦公共事务的古代“政治公民”，也有别

于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现代“布尔乔亚”，而是一种在社团中献身公益事务的新型“社会公民”。 

然而，社会团体能否超越市民社会之庸俗性而成为古希腊式道德公民共同体的替代物“第三部门”

能否成为文明综合的“第三道路”，仍然是一个问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公民和政治是互

为因果、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就是公民共同体，公民也离不开国家和政治。甚至公民的本质就是政治，

当然是古希腊式的美德政治。因而，以社会代替政治、以公民社团代替公民政治的新公民社会运动,

依然难以避开政治自由问题。而现代性的人的困境在于，在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度和商业社会中，公民

正在愈益疏离政治过程。如果洛克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的自由秩序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式，那么

托克维尔的非政治的自治社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卢梭新共和主义公民理想的挑战？甚或，对于

现代人来说，卢梭的古希腊式道德公民理想，亦只是一个社会批判家的反现代性的美丽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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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ncepts of Citize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by TANG Yu & GAO Li-ke)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the concept of citizen has two different 

traditions, that is, republicanism and literalism. A citizen in terms of republicanism is a member of 

political community sharing public power and a patriot who pursues a virtuous life, whereas a 

citizen in terms of literalism is a citizen who pursues personal wealth and enjoys freedom and 

rights on the one hand and a member of community that has the right to vote on the other. These 

two concept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ity-state system and literal society respectively and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m represent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ity and privateness.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witnessed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citizen. In the unitary-mode 

civil society from Plato to Rousseau, a citizen means a political citizen who takes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and enjoys political freedom. In Locke' dual—mode, where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are separate, a citizen is the one who has property, pursues wealth and enjoys personal 

rights. In Tocqueville' trinity—mode with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a citizen is the 

combin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With the ideal of publican freedom, Tocqueville 

tries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less participation in parliamentarianism with civil 

community. Bringing together the two civil legacies of lit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Tocqueville 

seeks to revive the civil ideal of republicanism in the community life in modern society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Keywords: citizens；publicity；republicanism；lite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