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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洛克政治哲学
“

公共
”

观的
演进ｇ特征

李忠汉

【提 要 】 基于对洛克文献的梳理 ， 发现
“

公共
”

的理论递进式地经历 了 三个阶段 ，

呈现 出 三个特征 ： 个人主义设定 了 洛克式公共观的基本切入视 角 ， 私人对公共的 限定性

构成 了 洛克式公共观的基本类型 ， 现代性则表明 了洛克式公共观的理论气息 。

【关键词 】 政治哲学 洛克 公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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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下 ，

“

公共
”

是描求 、 维护和增进诸如生命、 自 由 、 健康 、 财富 、

述现代社会生活基本样态的核心范畴之一 ， 其土地 、 房产等世俗利益 。 教会本质上是 由会员

在政治哲学上初步的 、 规范性意义上的陈述则们 自愿结合而成的团体 ， 以他们 自 己认为合适

始于洛克 。 在政治哲学古典范式向现代范式转的方式礼拜上帝 ， 以达成灵魂救赎和求得永生

变过程中 ， 洛克的公共思想具有独特的地位 ， 的 目 的 。

一个掌管今生 ，

一个关注来世 。

“

教会

这也是本文从文本上梳理洛克公共思想的论旨与国家互相有别并绝对分离 ， 它们之间的界限

所在 。是明确不变的 。 谁若把这两者在渊源 、 宗 旨 、

—

、

限内在区别的团体混为一团 ， 谁就等于是把天
？Ｓｉ殳 ： 和地这两个相距遥远 、 互相对立的东西当做一

在洛克的公共政治哲学里 ， 公共与私人这
回事

”， 在言述国家与教会绝对差异性的同时 ，

种既相互区隔又相互涵插领域 ， 在洛克的宗 洛克也界定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关联私 国家与

教宽容与 自 由的思想中得到了初步的呈现 。教会、 力 ＃

洛克着重翻 了作为公眺人事細就 ，
益 ， 即国家干纖会 、 他力介人私权利时 ’

信仰与以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为 目睡政府＃

务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 洛克认为必须对国家与自

教会各 自权力的界限和性质进行划分 ， 即
“

必


一

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 ， 并正① 減 ：

确规定二者之间 的界限 ， 这是高于一切 的
”

。
①

② 洛克 ： 《论宗教宽容 》 ， 吴云贵译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 ，

人们结成公民社会 ， 置身于政府之下是为了谋第 １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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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公共生活的主题 ， 是中世纪基督教理论个人权利做榜样外 ， 不应主动费力去塑造人民

的核心 。 洛克基于对现实生活 的忧虑和关照 ， 的气性品格 ， 那么这个功能就得 由私人去完成

从理论上将美好生活和宗教信仰 问题从政治生了
”

。

④ 因此 ， 洛克把为 了 自 由 的教育放在家庭

活中剥离出去 ， 作为私人 旨趣 问题来对待 ， 应里面 ， 强调 了教育的私人性 。 第二 ， 天生的慈

由个人良知来选择 ， 国家和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爱之心使得父母真心实意关心儿女的好处 ， 为

的信仰 自 由 。 同样 ， 宗教信仰作为公众性的私子女着想 。 因此 ， 以 自 由为 目标的 、 最稳妥而

人活动属于非政治公共领域 ， 自 然不具有任何又最 自然的教育机构就是家庭 。 第三 ， 洛克强

强制性的权力 ， 其权威仅仅止于勉励 、 规劝和调教育的私人性 ， 关注教育的 目 的是为了 自 由 ，

训诫 。 从而 ， 公共与私人的界分在洛克关于宗这就为家庭权力设置了边界 ， 家长的权力应关

教信仰 自 由 的言述中得以初步显现 ， 即洛克以乎幼童的权利 ， 且它必须以幼童最终能有 自 由 、

宗教宽容问题作为切人点 ， 展现政治哲学对现有平等 、 能与父母建立起友情为依归 。 这就是

代社会生活样态的基本筹划 ： 公共与私人界分洛克心 目 中理想的 、 作为家庭权力主要构成部

及其相互性问题 。分的
“

父权
”

。 由此洛克就把心 目 中理想的 、 开

＿明的 、 富有教育意义的家庭与传统的 、 专制的
二 、 公共与私人内涵的扩充 ：父权主义家庭相Ｍ 。

？政治权力与家长权力 的戈１

Ｊ分洛克论述的教育的根本 目 的是为 了 自 由 ，

遵循在宗教宽容中预设的公共与私人相ｋ

分的思路 ， 洛克在 《政府论 》 上篇和 《教育漫 Ｊ？Ｔ２ａ５ｉ ｆ ７＋＾２１ｒａ
洋 、、 ｒｂ．治权力的 目 的和边界 ， 凸显了私人对公共的限
话 》 中 ， 从政治权力与家长权力 、 教育的私人６６^

性等角度进一步扩充了二者的 内涵及其界限的 ５ｆ ｆｔ

＇

规定 。 洛克认为人生而处于－种 自 然的 自 由状 ？Ｘ

太 Ｓ 古 抽 “本Ｋｆ的 白 士 ，， ① 士 仆 ＴＣｆｒ ｒｔｒ ｙ？由 、 健康的公共生活做准备 ， 从而显现了私人
态 ， ＊有一＃ 雜的 自 由 。

① ■ ， 政陳
与公共之间的关联性 。

不得不照 旧 由那些运用 自 己 的理性结合成社会

的人们通过计议和 同意而组成 。 那么 ， 政府权三、 公共与私人关系的呈现 ：

力来源于人们的同意和委托 ， 与基于
“

生育儿个人、 社会与国家旳
女而获得对女儿的权利

”

的父权或家长权力是

截然不同 的 。 家长权力是一种导源并建立在纯
、

属私人性质的行为上的权利 ，

？ 而政府权力是为洛克从契约论的视角论述人们是如何从 自

被统治者和公众谋利益的 ， 即
“

在公共法规所 然状态进人政治社会 ， 个人天赋权利为何转让

能提供的范围 内为社会的各个特定的成员谋利 给
“

公共机关
”

， 尤其是对转让权利之后个人处

＃
，，

。

③境的分析 ， 是对公共与私人的 内涵及其相互关

虽然洛克在 《政府论 》 上篇中否认父母因 系进行的基本勾画 ， 也使得公共与私人作为描

生儿育女行为而享有对子女们生杀予夺的绝对 述现代社会人类生活基本领域的概念 ， 在政治

权力 ， 但是在 《教育漫话 》 里又承认人们可凭


父母身份而拥有一些 自然权力——洛克主张的 、
① 洛克 ： 《政府论 》 （上篇、 瞿菊农 、 叶启芳译 ， 商务印书馆

父亲可以有某种支配或管治子女们的天赋权利 。

② 洛克 ： 《政府论 》 （上篇 ） ， 瞿菊农 、 叶启芳译 ， 商务印书馆

这种权利的首要部分是教育子女们的权利 。 尽１ ９８２ 年版 ， 第 ８２ 页 。

管教育的 目标是儿童心智 的成长 ， 但教育是私③ 洛克 ： 《政府论 》 （上篇、 瞿菊农 、 叶启芳译 ， 商务印书馆

事 ， 统
，
者不应干预 。 洛克强调教育的私人性 ，

④ 《为了 自 由
一洛克的教育思想 》 ， 邓

大致有二点理由 ： 第一 ，

“

假如政府除了用保障文正译 ， 三联书店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４１３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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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汉 ： 论洛克政治哲学
‘‘

公共
”

观的演进与特征


哲学上基本得到 了初步的 、 规范性的陈述 ， 这府 ） ：

一是
“

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 ， 强调个人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由于其天生禀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

其一 ， 从 自 然状态出发 ， 设定政治社会即价值 ， 强调个人应该得到尊重 ， 应该享有某些

国家建构的进路 ， 从而赋予了私人以本源性和基本权利
”

。

③ 个人进入政治社会后 ， 这些基本

目 的性 。 在洛克的笔下 ，

“

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的 自然权利并没有丧失 ， 而是以个人保留权利

无缺的 自 由状态 ， 人们在 自然的范围 内 ， 按照 （不在让渡之列 ） 的形式被带入社会 ， 构成社会

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 ， 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他权利 ， 以便在政府 的庇护下得到更好的保存 。

们的财产和人身 ， 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是生命、 自 由 和财产权利 ，

听命于 任何人 的 意 志 。 这 也是 一 种 平 等状这些权利不可转让 、 不可剥夺 。 二是对公共进

态……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 ， 是人类互爱义行限制和切割 。

一方面政府的权威来 自 于人民

务的基础 ……从而引 出 正义与仁爱的准则
”

。

？的同意 。 政府权力是人民 的委托权 ， 如果政府

而理性 ， 也就是 自然法 ，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违背了委托的 目 的 ， 人民就可 以将其收 回 。 对

的全人类 ： 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 任何此 ， 洛克坚决反对专制君主制 。

④ 另一方面洛克

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 自 由或财产 。 这就认为政府权力必须分割 ， 实现分权的运作体制 。

是洛克从 自然状态中提炼出对政治社会即 国家
“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

建构的正 当性至关重要的
“

个人权利
”

观念 。 力 ， 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 ， 使他们

这种个人权利是本源性的 ， 是人生而就具有的 ， 动辄要攫取权力 ， 借以使他们 自 己免于服从他

是在政治社会形成以前就为人们所享有的 ， 即们所制定 的法律 ， 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 ，

所谓法乎 自然 ， 天赋应得 ， 不需要经验的证明 。 使法律适合于他们 自 己 的私人利益 ， 因而他们

然而 ， 自然状态有着诸多缺陷 ， 既缺少确定的就与社会其余人员有不同 的利益 ， 违反了社会

法律和公正的裁判者 ， 也缺少执行判决的公共和政府的 目 的
”

。

⑤ 在洛克看来 ， 政府权力可以

权力 。 因此人们对生命 、 自 由 、 财产等权利的分为立法权 、 执法权与对外权 。 三种权力 中 ，

享有很不安全 。 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 自立法权是最高的 ， 其他两权是从属 的 。 但这绝

由却是充满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 ， 因此 ， 他不意味着立法权是专断的 ， 它来源于人民 的同

并非毫无理 由地设法和甘愿同 已经或有意联合意和授权 ， 得 自公众的选举和委派 ， 不能 以临

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 。 由此 ， 政府或时专断的命令进行统治而只能以公平有效地法

国家建构的正当理由得以显现 ，

“

公民政府是针律实施治理 。

对 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总的来看 ， 洛克试图 以 自 然法学说和社会

济办法
”

，

② 其 目 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 自然权利 。 契约论说明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 ， 着重阐释

其二 ， 规范政府权力来保障个人权利 ， 凸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 、 政府成立基于契

显了公共的派生性和工具性。 霍布斯与洛克几约 、 立法权力为最高权力 、 政府权力分立 、 反

乎生活在同一时代 ， 他们都是从 自然状态来推暴政权利等观点 ， 但他并没有将 自 己 的视角局

演政治社会即 国家的建构路径 ， 但得出 的政治

结论却大相径庭 。 与霍布斯极力 赋予 国家权 ① 洛克 ： 《政府论 》 （下篇 ） ， 叶启芳 、 瞿菊农译 ， 商务印书馆

力 ， 以推动国家成为一个具有 自 身 目 的和生命Ｉ ９６４ 年版 ， 第 ３ 页 。

的强大的政治体不同 ， 洛克则对国家能否 自觉
② ｍｍ ＇

一．１ ９６４ 年版 ， 第 ８ 页 。

理性规范地行使至上 的权力表 ７Ｋ了极大的担 ③ 李强 ： 《 自 由主义 》 ， 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忧 。 为此 ， 他极力规范和限制 国家权力 ， 以促版 ， 第 Ｉ７ 页 。

使国家成为有效保护公民权利 的工具性政治 ④ 洛克 ： 《政府论 〉＞（下影 ’ 叶启芳 、 瞿菊农译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６４ 年版 ， 第 ５５ 页 。

建制 。

⑤ 洛克 ： 《政府论 》 （下篇 ） ， 叶启芳 、 翟菊农译 ， 商务印书馆

这体现在洛克从两个进路来规范 国家 （政１ ９６４ 年版 ， 第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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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具体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问题 ， 而是试图共选择逻辑 ， 洛克的公共观强调个人的 自 由 和

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 、 国家 、 社会的基本理论。 权利 ， 个人是第一位的 ， 社会 、 国家是第二位

洛克认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 ， 国家只是处于的 ； 个人是本原 ， 社会 、 国家是派生的 ； 个人

社会中的个人为达致某种 目 的而形成的契约 的是 目 的 ， 社会、 国家是手段 。 从个人权利 出发

结果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说洛克公共政来设定公共的 内涵是洛克公共政治哲学的基本

治哲学通过对 自然状态的假定以及社会契约论特征 。 在理论渊源上 ， 洛克对个人本位的强调 ，

的手段而赋予 了社会以前政治或 国家 的生命 ， 对 自然权利的提炼更多地是借用基督教神学政

即在规范意义和价值取向上 ， 社会优先于国家 ， 治理论的资源 。 洛克在论述 自 然状态是一种 自

因为在社会中寄存的是不可化约的个人价值和由平等却非放任的状态时 ， 就指 出在这种状态

权利 。 作为现代政治启 蒙主义者 ， 洛克认为 ，
下 ， 人们之所以相互尊重 、 互不统属和互不毁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约定了个体与群灭 ， 究其根源在于人们都是全能和无限智慧的

体 （国家与社会 ） 以及个体之间 的基本关系 ，
创世主的创造物 。

？“

他试图超越当时由于地位

这种关系不仅包括了生产关系 ， 也包括在政治 和财富差距的社会现实 ， 从本体论意义上论证

层面上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表达和思考 ， 前者 社会中人是平等 、 自 治 、 道德的个体
”

。

③ 由 于

更多地与私人领域中财富分配相关 ， 后者则更 洛克基于个体的视角来切人公共的言说更多的

多地表现为个体对公共权力分配的特殊诉求
”

。

① 是建立在对基督教政治理论改造的基础上 ， 是

这一特殊诉求就构成了洛克公共观的核心 内容 。
不需要经验证明 的神学意义上的 自 明 ， 因此 ，

因此 ， 透过个人、 社会与 国家的辩证关系 ， 洛 构成洛克式公共观底色的作为私人的个人是抽

克式公共观的基本理论规定性得以呈现 ： 公共 象的 、 非社会的人 ， 是极端抽象化的理性的存

是源 自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 经 由规制公 在 。 这也构成了 自 由 主义公共政治哲学公共观

共权力形成并藉此保护公民权利的领域。的传统 。 被认为是代表了古典 自 由主义政治《

学复兴的罗尔斯 ， 在关于人的概念的设定上也

四 、 洛克式
“

公共
”

观的是从非社会的个人出发 。 这既是 自 由 主义公共

基本特征观的特色 ， 也是后来遭致共和主义者和社群主

义者批评的原因所在 。

洛克生活在人类社会开启现代政治体制 、

（二 ） 私人对公共的限定細构 了洛克式
颠覆传统— 大变革时代 。 伴＿￥公共观的基本类型 。 在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
场经济的兴起和臣民身份的消解 ， 人们的生活 于

＂

公共
”

的政治哲学 ， 即 自 由 主义 、 共和主
样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他们不仅拥有作力Ａ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 。

？ 它们关于
公共权力领域的主权国家 ， 更为重要的是拥有 ‘‘

公共
”

的界分理论都是围绕着 国家与社会的
作为位处国家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 。 社会终于 关系展开的 。 三种公共政治哲学对公共的理解
从国家的控制下脱离出来 ， 为个人的生存赋予 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 ：

一是 自 由主义的洛克
了 自 由的发展空间 。 如何弥合公共与私人 、 个
体与社会之间 的内在张力 、 个人如何在社

、

会领
① 张凤阳 ： 《政治哲学关键词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域追求私人利益 、 如何思索在更加宽泛的公共第 １ ７８ 页 。

环境下个体的生存意义 ， 就构成了洛克公共政② 参见洛克 ： 《政府论 》 （下篇 ｝ ， 叶启芳 、 瞿菊农译 ， 商务印

治哲学的基本思考对象 。 洛克式公共观作为－
③ 习爱辉 ： 《从公、 私分立到走向政治国家一西方近代市民

种思考社会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论说模式应运而社会思想的嬗变及其归宿 》 ， 高小平、 张康之主编 ： 《哲学

：与政治学视野中的行政学发展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ｏｉ ２ 年

（
－

） 个人主义设定了洛克式公共 ５１的基本
④ 任剑涛 ： 《当代西方关于

“

公共
”

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

切入视角 。 从由 自然状态来推导政治社会的公共识 》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２０ １１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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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汉 ： 论洛克政治哲学
“

公共
”

观的演进与特征


式的公共观 ， 关注点是如何有效地规制 国家权性价值。 这就是洛克式公共观的本质特征 ， 在

力 ， 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 民 的基本权利和 自此意义上 ， 我们说洛克式公共观在以公共与私

由 。 二是共和主义的公共观 ， 强调公民在公共人既分离又互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结构面前建

政治生活中的德性和 自治能力是免于专断统治立起解释性理论 。 我们知道 ， 现代社会 （无论

的前提 。 三是新左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公共观 ， 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 ） 的基本特征是市场

认为
“

公共
”

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
“

中间经济的发展 ，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替

地带
”

， 在监约 国家权力并赋予其合法性的 同代的作用 。 那么 ， 市场经济制度化 的必然结

时 ， 又提取私人领域的需求 ， 并赋予私人生活果是私人生活空 间 的预 留 和逐步健全 。 在此

以意义和价值 。 这一公共观主要以哈贝 马斯的意义上 ， 洛克式政治哲学公共思想作为西方

公共领域思想最具代表性 ， 基本上是在洛克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物 ， 虽然距离我们 已 有三

政治哲学公共思想的基础上 ， 因应西方社会结百年之远 ， 并且也有 自 身 的局 限性 ， 但是对

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承继和发展 。现代社会 （ 当然包括 当今的 中 国 ） 如何促进

（三 ） 现代性表明 了洛克式公共观的理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气息 。 洛克式公共观既代表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均衡与和谐 ， 如何划定公共权力 的边界进

的颠覆 ， 又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端启 。 在古而更好地保障私人权利 ， 依然具有现实 的解

代 ， 人们推崇政治生活的 内在价值 ， 政治生活释力 。

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 与之相反 ， 现代

人越来越从政治领域中隐退 ， 越来越从私人生本文作者 ： 郑 州 大 学公共 管理 学 院讲师 ，

活 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 关注的是不受国家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 学 系 ２０１ ２

强制的私人活动空 间 。 在公共与私人的关系届博士

上 ， 如果说古代人追求的是公共对私人的超越责任编辑 ： 何 辉

性展现 ； 现代人则追求的是私人对公共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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