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察



张新刚

［摘 要］ “自由”并不是希腊世界与生俱来的政治概念，也并非一直在希腊世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梭伦改革第一

次将自由从私人领域带入政治观念中，之后的希波战争、雅典帝国和雅典民主对“自由”观念的塑造起了主要的作用。虽然

在古典希腊城邦中并不乏个人自由，但是希腊自由观念更多的是指关涉城邦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古典

希腊世界中城邦内的纷争和城邦对外的战争所塑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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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文中对古代人的自由有如下的描述: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

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 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 作为集体

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 作为集

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剥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①

贡斯当深刻揭示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古代人拥有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治

自由，现代人更熟悉与权利概念密切相关的个人自由。后来学者指出，贡斯当对古代自由的理解有

不尽完满之处，在古代希腊城邦，特别是民主雅典，个人亦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②但这些批评和

修正并不影响贡斯当对古代自由的洞见，古代城邦中个人的确有些近似今天个人权利的自由，但这

并不是古人对自由概念的核心理解。
在提出古今自由的不同特征后，贡斯当考察了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两种自由观的根源。③ 需要

指出的是，政治自由并非希腊社会与生俱来的。作为政治概念的“自由”也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始初

就拥有很重要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由”并没有引起古代希腊人的注意，“正义”、“良好

秩序”、“平等”等概念要比“自由”重要得多。希腊社会发现“自由”概念、“自由”一词的含义从希

腊古风时代到古典时期经历了一个逐步变更、调整的过程，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本文着

力梳理这一概念的流变史。
与对罗马自由的考察相比，研究希腊自由的文献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希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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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史考察和历史社会学分析。前者主要用哲学的概念史分析; ①后者则考察自由概念的演变。②

奥兰多·佩特森( Orlando Patterson) 论述了希腊和一般古代社会的自由，提出奴隶制和妇女对塑造

希腊自由产生了重要影响，③克特·哈弗拉伯( Kurt Raaflaub) 仔细考察了“自由”一词的演变，探究

了“自由”在希腊不同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④ 本文主要从观念史的考察来简要描绘希腊人对自

由( eleutheria) 概念的理解。
古代希腊早期并无自由一词，荷马史诗中首次出现，但并无特殊的政治意义。梭伦改革时期，

Eleutheria 一词在政治上变得重要，但随着梭伦立法成功，自由一词也失去了重要性。希波战争从

根本上奠定了自由一词的重要性，它从此拥有了免于被外部力量统治的含义，反抗波斯的僭政也使

得希腊城邦内部的反对僭主的斗争成为自由的对内含义。后来的自由概念的演变过程中，雅典城

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雅典帝国和雅典民主从城邦间和城邦内两方面塑造了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

这也是后世对古代自由理解的主要来源。

一 黑暗时代、荷马与赫西俄德

芬利说过:“‘自由’( freedom) 概念只能通过‘不自由’( unfreedom) 来考察。”⑤本文对自由的考

察是与对奴役 /奴隶的考察相伴的，虽然“自由”与“奴隶”并不总是相对的词。迈锡尼文明时代的

线形文字 B 史料 do-e-ro /a 或 do-e-los /a⑥ 一词“并没有后来奴隶( doulos) 经济上不独立的含义，只

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依赖某些个人、神和精灵”。⑦ 而与 eleutheria 一词相近的 ereutero /a 一词也只是

指经济事务，并无政治含义。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史料和文献匮乏，相关文献没有出现后来古典时期

的自由概念。
荷马史诗反映了前 9 世纪晚期到前 8 世纪的希腊社会情况。在《伊利亚特》中，自由和奴役是

相对使用的。城邦陷落后，妇女们失去了“自由的日子”( eleutheron emar) ，进入了“奴役的日子”
( doulion emar) 。⑧ 敌人被击退，Hector 与他的兄弟 Paris 谈及庆祝胜利，“在我们家中设置敬神的自

由的酒碗”。⑨ 在史诗中，没有发现作为名词使用的 eleutheria，只有形容词形式的 eleutheros，其含义

是人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自由。正如哈弗拉伯所说，在荷马史诗中，讨论“自

由”更多是在讨论群体而非个体。尽管史诗时代已有关于奴役和自由的意识，但并不是很重视，该

词极少使用，《奥德赛》中没有“自由”一词。史诗中很少使用 eleutheros 和 doulos 两个词。恩斯特

·瑞希( Ernst Risch) 和弗雷兹·格斯尼泽( Fritz Gschnizer) 认为，史诗的语言风格决定了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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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被经常使用，①哈弗拉伯则从社会背景角度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史诗时代的自由问题

根本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自由是被默认的，对自由一词的使用是在自由丧失的时候。史诗描

述的是精英贵族社会，讨论的主题是荣耀和耻辱，德性( arete) 和勇敢更被人赞颂; 而就早期城邦间

的关系来讲，战争所带来的不是奴役 /自由，而是摧毁 /幸存，幸存( soteria) 而非 eleutheria 成为特洛

伊战争的主题词。② 由于史诗时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自由并不成为需要关注的概念，换言之，作为

政治概念的“自由”没有出现的条件和必要。
史诗之后的赫西俄德，即城邦早期时代，其著作中未见对 eleutheros 和 doulos 两个词及其衍生

词的使用。在赫西俄德的文本中，关键词是“正义”( dike) 和“纷争”( eris) 。与荷马不同，赫西俄德

并不关注贵族，在《工作与时日》中，他讨论的是兄弟的纷争，在《神曲》中，人类秩序的理想是秩序、
正义及和平。③ 赫西俄德所反映的是希腊社会所出现的经济和社会争执，争执的是对城邦最大的威

胁，④这一点在后面的梭伦改革中更为突出。在赫西俄德时代，早期城邦中已出现土地和债务纷争，

赫西俄德关心的不再是荷马时代的贵族荣耀和美德，而是正义及秩序，“自由”并不是需要被特殊考

量的概念与问题。
从早期迈锡尼到赫西俄德时代，自由( eleutheria) 并未具备后来古典时期的含义，自由并不是希

腊人特别思考的问题，因为希腊社会没有“自由”概念生长的土壤。无论是贵族社会对荣誉和德性

的追求，还是早期城邦平民和贵族争执，都使得“自由”一直处于被默认或忽视的状态。但城邦崛起

带来系列变化，自由的份量逐渐变重，到了梭伦改革时期，自由一词被明确使用。

二 梭伦改革与僭主

赫西俄德的文本中已反映出城邦内部纷争的征兆，到了梭伦时代( 前 6 世纪早期) ，内部冲突已

达顶端，穷人欠下富人的债，还不起债的就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些则被迫逃亡异地，民怨沸

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富人不仅不愿放弃任何利益，有些甚至骄奢傲慢，贪

婪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梭伦将一切纷争的缘由归

于财富。由于雅典的自然环境限制，土地收入极其微薄，而人口又在增加，被迫产生了一种卖出其

所能买进其所需的雅典式经济，财富主要缘于商业的发展。⑤ 梭伦立法废除了债务，缓解了城邦内

的冲突。在一首诗中，他第一次将“自由”和“奴役”对立起来: 通过移除土地界碑，土地“之前被奴

役，现在自由了”。⑥ 这里出现的“自由”/“奴役”并不是描述人的状态，而是形容土地，也就是说，人

的自由或奴役状态与土地关系紧密相关，失去土地便失去了自由，成为贵族的奴隶。
城邦中出现了自由被剥夺的情况，才使得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变得重要起来，成为立法者必

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梭伦追求的是正义和秩序，自由只是更深的政治关切之下的问题。随着梭

伦立法的成功，“之前被奴役”的土地现在“自由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继续受关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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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立法所处理的雅典城邦危机并非特例，在其他城邦中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最后的解决

方式与梭伦截然不同，这就是梭伦所拒绝的僭政。在梭伦改革 30 年之后，庇西斯特拉图成为僭主。
梭伦写了一首诗给雅典人民:

大雪和冰雹的威力来自阴云，雷鸣产生于耀眼的闪电，城邦毁于豪强，而人民受一人奴役

则因愚昧。如果你们已经因你们自己的恶行而备受磨难的话，不要由此责怪诸神。因为正是

你们自己将誓言给了你们的敌人，并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背上奴隶的污名

的原因。①

梭伦提到“奴役 /奴隶”，但其含义已不是指农民失去土地而受贵族奴役，而是将城邦作为一个

整体由一人统治。从此，奴役 /奴隶不仅是表达个人关系的词汇，而成为政治概念。梭伦改革面对

的城邦纷争使得“自由”成为政治概念，而僭政的出现则将“奴役”的政治( 公共) 面向进一步凸显出

来。在梭伦时代，“自由”( eleutheros) 和“奴役”( doulos) 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城邦公共领域。
虽然已出现这些转变，但并无证据显示在梭伦改革之后的年代里，“自由”成为与僭政相对的重

要政治概念，“自由”和“奴役”这一对词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相对僭政来说，“平等”( isonomia)

一词要比“自由”更为重要。针对僭主的斗争更多是在“平等”而非“自由”的旗号下进行的。公元

前 514 年，哈尔莫狄欧斯( Harmodius) 和阿里斯托盖通( Aristogeiton) 在雅典终结僭主统治，他们被

赞颂的原因是给雅典带来“政治平等”( isonomia) 而非“自由”。② 因为在反对僭主的斗争中，主要力

量是贵族精英，而非平民。在贵族的理解中，僭主通过强力专断统治，无视习俗和法律，这样原有好

的秩序( eunomia) 就消失了，出现了坏秩序( dusnomia) ，而贵族们的目标则是恢复好秩序。③

雅典结束僭主统治后，克里斯提尼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 前 508 /507 年) ，他被视为是民

主改革的先驱，但其改革措施的核心概念是“平等”，将城邦共同体进行政治、社会、军事重组，通过

制度化设计保证城邦公民的参与，改变城邦之前的松散状态，同时城邦精英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④

结果城邦权力被更多的人所分享，既有贵族，也包括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公民，“平等”是梭伦改革到

克里斯提尼改革、反对僭政的核心政治概念。在这个阶段，虽然“自由”没有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

但“平等”为“自由”概念的出现做足了准备。正如哈弗拉伯所归纳的: “只有在广泛的平等已经实

现的政制的基础上，只有当许多城邦的公民阶层开始分享权力，新的政治意识发展出来的时候，对

‘自由’价值的政治意识才会兴起。简言之，只有平等的城邦才有能力塑造自由的概念。”⑤这一情

况在 490 年波斯入侵之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希波战争开始，“自由”成为城邦对外和对内关

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概念。

三 希波战争和希腊自由

公元前 490 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对希腊历史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波斯对希腊的入侵使得

“自由”这一概念在希腊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到公元前 470 年左右，希波战争已经被希腊人看作

是“自由战争”。
希波战争爆发后，有三则史料⑥表明“自由”观念如何随着战争的展开而日益为希腊人所看重。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公元前 479 年希腊将军帕乌撒尼亚斯( Pausanias) 胜利之后，他在普拉塔伊阿

( Plataeae) 的广场建自由之神( Zeus Eleutherios) 并献祭。第二则材料来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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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前 472 年) ，强调波斯人的意图是报马拉松的仇，征服希腊和整个欧洲大陆。萨拉米战役中，希

腊人喊道:“前进，希腊的孩子们! 解放你们的国家! 解放你们的儿子，妻子，先人的墓冢和诸神的

殿宇。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战斗吧!”①第三条证据是品达在前 470 年撰写的诗歌 Pythian，其中

有对国内自由与和平的祈祷，紧接着祈祷最近两场胜利战役所带来的外部的持久自由与和平。②

随着战争的逐步开展，希腊人第一次普遍感受到被奴役的危险，面对专制的波斯王国，希腊人

认为自己与野蛮的波斯人不同，希腊人的政制是向往自由，厌恶奴役的，而对波斯的胜利则更进一

步加深了这一印象。正如马科斯·弗莱兹所言:“在自由概念出现之前，另外一种经验仍是必需的，

这就是奴役，它会成为共同体思想和感情的中心。”③在与波斯的斗争中，“自由”的主体更多的是希

腊整体，而非个人。很快，“自由”便成为希腊世界反抗波斯战争的旗号。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

“自由”一词在希腊部族或城邦反对波斯控制的斗争中不断出现，④“自由”也就通过战争而拥有了

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前 478-477 年冬天成立的提洛同盟( Delian League) 的目标就是“报

复波斯帝王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修昔底德暗示，提洛同盟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将希腊从波斯手中解

放出来，保存希腊的自由。⑤

除了对外摆脱奴役，希腊人在希波战争期间对“自由”的理解更为复杂。具体来说，波斯的政治

结构与希腊形成鲜明对比，对僭政和波斯大王的厌恶使得希腊人对波斯的入侵更加恐惧。希腊人

在希波战争不久前刚刚摆脱了僭主统治，他们不想让城邦回到此前的困境之中。正如莫米利亚诺

正确指出的那样:“从埃斯库罗斯和修昔底德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自由的信任。德谟克里图斯

( Democritus) 说‘民主制中的贫穷也好过奴隶的富有’( 残篇 251) 。”⑥此外，从希罗多德的一段记述

中，我们可以得到对希波战争期间波斯和希腊双方关于各自政制及自由含义的不同理解。希罗多

德在薛西斯( Xerxes) 和流亡的斯巴达人戴玛拉托斯( Demaratus) 之间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薛西斯问道: 一千人、一万人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都是同样地自由而不是在一个

人的统制之下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 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

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一个人来统

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

战场之上以寡敌众; 可是当他们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
戴玛拉托斯回答说: 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也不能担保我能够

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和一个敌人作战; 可是在迫不得已的

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

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

任何人都不差; 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们虽然是自由

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

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 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

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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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①

这段对话将波斯和希腊关于自由的争论以对比方式呈现了出来。在波斯人的自由观念中，对

外是免于外部支配，对内只有君王的自由。如果不是由一人统治，就不会有超常的表现和强大的军

队。而作为斯巴达人的戴玛拉托斯的回答反映了斯巴达式的自由，从未经历过僭主统治的斯巴达

作为希腊联盟的主力军之一，可以视为希腊世界的代表。他们认为波斯式的“自由”是奴役，对于人

民来说，自由不仅是免于城邦外的力量控制，还有在内部不受专政统治的自由，城邦内的自由是由

法律或习俗规定的。希腊城邦内部反对僭政的斗争更多是在“平等”的旗号下进行的，而东方波斯

帝王的入侵不仅使总体的希腊世界意识到对外自由的政治价值，在城邦内部，“自由”也开始与“僭

政”相对，成为反对僭政统治的新政治概念。
希波战争使得“自由”概念在希腊得以被发现和珍视，第一次面对潜在被奴役危险的感受和对

波斯专政的恐惧使得“自由”一词在希腊世界扎根。对抗击波斯入侵的希腊同盟领袖雅典和斯巴达

而言: 雅典要通过捍卫城邦独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斯巴达要誓死保卫城邦，抵抗僭政。
战争结束后，“自由”概念在希腊的命运受到此次战争的一大遗产———雅典帝国———的塑造。

前 478 年建立的反波斯的提洛同盟很快就变为雅典实施自身权力的工具。波斯人，这一希腊世界

的外敌离开了，雅典开始在希腊世界内部扮演着与波斯类似的角色。

四 雅典帝国和自由概念

提洛同盟最初为众城邦平等的结盟，旨在抗击波斯，维护希腊的自由与和平。但是到前 440 年

代初，雅典成为该联盟的领导者，其他诸同盟城邦平等臣服于雅典，雅典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帝国统

治。今天的学者对这一过程的转变所知甚少，可以确定的是，雅典很快以武力胁迫不愿意加入或退

出同盟的城邦。像前 460 年代中期的纳克索斯( Naxos) 和前 465 或 463 的塔索斯( Thasos) 就是最早

被奴役的城邦代表。现在雅典取代了波斯成为希腊世界的“僭主”。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的笔下更

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你们不仅压制了那些被雅典奴役的人民的自由，现在还压制了你们自己同盟城邦的自由;

当一个国家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它谴责那个把枷锁加在它身上的国家是对的; 但是它谴责那

个有权力阻止它，而不使用这个权力的国家，更是对的———特别是那个享有希腊解放者的光荣

名誉的国家。②

“自由”这一反抗波斯统治的概念现在被用在了征讨雅典的政治修辞之中。希波战争使希腊世

界抵抗住了外在的侵略，但却带来了内部的帝国统治。雅典也开始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与此

相关，在前 5 世纪中期，希腊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 autonomia，维克特·艾伦伯格( Victor Ehren-
berg) 认为该词的含义应为“拥有并使用自己的法律”，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其含义为“自由地决定自

己的习俗 /法律，并依其生活”。③ 该词主要表达内部事务的自主和自由，特别是在弱小城邦受到外

部干涉的时候使用，原来的“自由”( eleutheria) 一词已不能清晰地表达这种情形。该词的出现主要

是与提洛同盟或雅典帝国有关。④ 在雅典帝国中，原来并不成为问题的自主性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这些都是雅典帝国给希腊世界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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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同盟最初就是以“自由”之名建立的，波斯人被打败之后，雅典作为希腊联军的领袖开始侵

犯同盟城邦的自由。哈弗拉伯认为，雅典不断地依赖过去以自由之名所取得的成就，并将自由变成

意识形态，自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压迫和帝国统治正当化服务”。① 雅典宣称自己赋予了同盟

城邦以安全和自由，为了保护安全与自由，雅典必须维护自己的帝国统治，自由与帝国权力也紧密

联系在一起。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上说: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这样的典礼上，回忆他们所作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

意，这是适当的。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 因为他们

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

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

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今天

我们自己在这里集合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已经在各方面扩充了我们帝国的势力，已

经组织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自足( autarkeia) 。②

伯里克利将帝国统治与雅典的自足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修昔底德和其同时代人经常提及雅

典凭借自身的权力，通过攫取所统治的城邦及其他城邦的资源来满足自身需要。③ 正是基于雅典城

邦的自足，伯里克利才有可能继续赞颂雅典公民的独立自足。莫米利亚诺指出:“在雅典，如同在波

斯一样，自由需要权力，因为权力是自由的条件，但是事实上权力无法不通过统治别人获得。”④雅典

的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自足和自由。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被称为是最自由的城邦

( eleutherotate ) 。⑤

五 雅典民主与自由

雅典被称为最自由的城邦，不仅在于其建立的帝国统治，独特政体构成了雅典自由的重要自我

认知。在葬礼演讲上，伯里克利赞先是赞颂先人传承下来的帝国统治，接着便赞颂自己的民主政

治: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典范，而不

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

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让一个人负

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

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

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

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⑥

亚西比德向斯巴达献策并敦促他采取行动时说:

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方面必须依照现行的情况。但是我们不顾当时政治上流

行的放任情况，想做的比较合乎情理。过去和现在一样，人们常常领导群众走入邪恶的道路。
放逐我们的正是这一类的人。但是我们是整个国家的领袖，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应当都联合在

一起，以保全这种政体，因为这种政体是我们的祖先遗传下来的; 同时在这种政体之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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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达到最伟大和最自由的地步。①

虽然学者对希腊民主的起源存在争论，②但大都不会否认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为雅典的

民主进程奠定了基础。虽然梭伦不是民主领袖，但为城邦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克里斯提尼改

革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贵族特质，但仍以平等的思想主导将整个城邦用新的方式重新整合在一起，故

被大部分学者看作民主政治的创始人。此后希波战争又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③到公元前 5 世纪

60 年代初，艾菲奥特斯( Ephialtes) 和伯里克利推行了更为彻底的民主改革。伴随着这一民主进程，

自由概念逐步和民主发生关联，并最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在民主制之前，反僭政的努力为“自由”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初贵族利用“平等”而非

“自由”口号反对僭主。波斯入侵促使希腊世界将自由与僭政对立起来。据学者考证，希罗多德和

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④首次将政治意义的自由与僭政对立起来。从悲剧家埃斯库罗

斯处可看到民主与僭政的对立。在约于前 463 年上演的《乞援人》中，埃斯库罗斯区分了两种政治

决策，一种是独裁君主，另一种则是城邦公民决策。⑤ 在老寡头撰写于前 430 年左右的《雅典政制》
中，存在着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的证据:“人民不想要一个被奴役的好秩序( eunomia) ; 他们想要自

由和统治。他们并不关心坏秩序。你认为的坏秩序是人民力量和自由的源泉。”
民主与自由结合的背后有着很深的逻辑关联。民主政治的实现使得城邦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

生活中，特别是非精英的城邦公民阶层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邦公共生活。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

争使得公民议政有了更多的机会，公民大会在城邦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伯里克利所

言，“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雅

典城邦对自由的自我认知，就从免于遭受僭主或寡头统治的“消极自由”发展为参与权力分配和公
共事务的“积极自由”。雅典城邦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保证了这种积极自由: 如公民大会、轮
流统治、言论自由等。

自由概念也拥有道德意涵，⑥如独立思考、说真话、高贵的行动等。个人自由在城邦中也并非处
于缺失状态。伯里克利提到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就是例证。此外，哲学
家对民主政治的界定和评价中也有个人自由，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描述:

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通常认为，只有在这一类政体中才享有自由。因为人

们说民主政治皆以此为宗旨。自由的一个方面是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民主的公正在于以数量

为基础的平等，而非以功绩为基础的平等。在这种公正之下，大众必然拥有主权，只要多数人

决定的事情，就是最终的和公正的。因为人们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在民主政

治中，穷人比富人更拥有主权，因为他们人数更多，而多数人的决定是最高的。……( 自由的)

另一个方面是如己所愿地生活。人们说这正是自由之作用，而遭受奴役之人则不能如己所愿

地生活。这是定义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标志，由此产生出了不被统治的思想，甚至不被任何人统

治。如果不得已的话，就只好轮流统治，这是对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的理解。⑦

柏拉图也有类似的论述，⑧个人自由在雅典确实存在，而并非贡斯当所认为的那么绝对。但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古希腊雅典的个人自由与现代政治中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自由有着根本的

差别。对于希腊人而言，城邦共同体是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所，离开城邦，非神即兽，个人幸福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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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岳麓书社 2010 年版，557c-558b，第 289-291 页。



通过城邦生活才能实现。城邦公共生活绝对性地压倒了个人生活，雅典城邦虽不缺乏个人自由，但

这不是城邦政治的首要关切。

六 希腊自由及其遗产

从梭伦通过废除农民土地债务将他们从上层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始，“自由”在希腊便拥有政治

上的意涵。僭主在希腊世界的兴起慢慢为作为政治概念的自由 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这过程中，

“自由”不全然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人为自由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希波战争的爆发使得希腊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捍卫自己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波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消极自由。但另

一方面，希波战争所需要的战争动员和城邦集体命运也极大调动其城邦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波斯人被赶出希腊后，雅典取代波斯成为希腊世界内部的帝国领袖，通过自身民主制度以及帝国统

治，雅典成了“最自由”的城邦。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概念在希腊的出现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其

主体更多是一个集体: 梭伦改革解放的是“土地”而非个人; 反对僭主的斗争也是以贵族群体为主体

的; 希波战争更让希腊世界结为同盟; 雅典帝国统治也是作为一个城邦整体出现的。正是这种城邦

公共自由赋予了希腊自由以贡斯当所标明的“政治自由”的特征，城邦作为个体生活的载体决定了

“自由”概念的内涵。
波斯战争使自由逐渐变成政治口号，成为对外战争合法化和对内宣称政制优良的修辞。提洛

同盟的建立，便是为了维护希腊世界的自由与和平，在雅典帝国时期，捍卫同盟城邦的自由与安全

成为雅典帝国统治的正当名义。与波斯的专政相比，希腊世界是向往自由政制的，雅典的民主制更

是自由的象征。斯巴达对自由的认知与雅典并无本质差异。“自由”不仅是特定意义的政治词汇，

还具备作为政治概念本身的独立价值。
随着马其顿的入侵，整个希腊世界陷落，希腊的政治自由理想也随之消亡。莫米利亚诺对这之

后的自由史描述道: 斯多亚主义用灵魂的和平及内在自由取代了外部自由，后来的基督教成为自由

史上的转折，良心自由逐渐成为可能。正是基督教背景下的神-俗权力冲突，才使得现代个人权利

基础上的自由有条件得以承认。① 现代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并不能降低或取消希腊人留给我们

的自由遗产，正如贡斯当提醒我们的那样:

我们决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如同我已经展示的那样，我们必须学

会将两种自由( 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结合在一起。研究中世纪共和国历史的著名作者尝言，制度

必须完成人类的使命，如果某种制度能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升华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它便能最好地实

现这一目标。
制度必须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

免干扰他们的工作; 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

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行控制与监督; 这样，通过履行这些崇高职

责的熏陶，公民会既有欲望又有权利来完成这些职责。②

〔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分派研究生项目”资助，特此感谢。〕

( 责任编辑: 杜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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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Images of Teachers in the Asking － for － salary Campaig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N Wei

In 1921，the teachers in the Eighth 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went on strike for arrears of wages and they
later conflicted with the guards，this was the June 3rd Massacre． Both the ruling and the opposition par-
ties reacted differently to this event，during which we could see the divergence inside the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utilization inside the different camps． All these formed rich historical pictures．

CCP Member outside the Party － the New theory on Song Ching － lings Relationship with KMT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U Feng － hua
Soong Ching － ling is a political figure with a special statu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or both
KMT and CCP，Song was a factual member outside their party，but there wer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
tween them． This seemingly contradicted and complicated identity actually reflected her political belief
and life choice． For Song，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ere obviously superior to partisan
interests．

English Factory at Japan and its Failure in 17th Century ZHANG Lan － xing
Europeans first landed on Japan in 1540s． They had spread Christian Religion and traded in Japan for a-
bout a century，which was called " Christian Century" by historians． Following Dutchmen，Englishmen
came to Japan in 1610s． They did not missionize，just traded in Japan．

The Greek Idea of Freedom ZHANG Xin － gang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 freedom" as a political concept in ancient Gree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 freedom" is never an inherent political notion of Greek world，and " freedom" has no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 葛鉴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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