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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又称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学说之一。契约

论的思想萌芽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智者派的有关论述，之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又分

别从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两个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契约论。古希腊智者派的学者们从自然

与法律关系的角度，认为国家和法律并非神意，也不是来自宇宙的自然秩序，而是人类

为了某种需要和目的，用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对契约的作用，智者派学者们观点各异

甚至完全对立，普罗泰哥拉倾向于肯定契约的作用，安提丰等则对契约及其产物-人为法

律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尽管智者派率先提出了契约论，但对于社会契约形成的论证

尚不充分，尤其对其作用的表述不够明确。 

对契约论予以比较明确论述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伊壁鸠鲁的时代是城邦制

日益走向衰落的阶段，被破败城邦抛撒出来的人们，在新的国家中找不到自己的方位。

人们无力拯救衰落的城邦体制，逐渐丧失对城邦政治的热情，开始更多地从个人的角度

思考一切问题。伊壁鸠鲁面临这一严酷现实，借用和改造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理

论，以形而上的方法宣布了人的自由的本质、国家的起源的契约性质。 

首先，伊壁鸠鲁提出了人的个体本位原则和平等原则。根据原子理论，每个原子都

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再分性，原子间不存在此主彼从的隶属关系。因此，在伊壁鸠鲁看

来，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是完全独立的，互相之间也是完全平等

的。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城邦这一政治实体出发，伊壁鸠鲁回溯到个体本位，而没

有象东方社会一样，回溯到氏族、家族、家庭等血缘群体，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现象。

实际上，正是城邦这一离人们生活不太远的、人们能清楚感觉得到的、广泛而深刻影响

人们生活的政治实体的充分发育，粉碎了个人与城邦间的所有政治和社会实体及其观念

的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邦孕育了个体化的人，而伊壁鸠鲁则从观念上发现了

个体化的人，并赋予个体本位的意义。 

其次，宣布了人的自由的本质。伊壁鸠鲁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和排斥。

偏斜运动没有外部原因，是自己发生的，这就为逃避命运的必然性，预留出了意志自由

和人的独立选择的空间。 

第三，论证了契约的形成和正义作用。伊壁鸠鲁与古希腊的传统观念相反，持个人

主义国家观。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人都是自私的，只会谋求自身利益，人们是为了互利

才缔结契约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公正。人们只是因为害怕他人以同样的自私行为危害自己

的快乐，才通过互相约定，达成有效的妥协，采取一套尊重别人权利和使自己的权利同

样免受侵害的方案。他说：习惯法中那些在相互交往产生的需要中证明是有利的做法本

质是公正的，而不论其是否对所有人都同样如此，如果任何一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证明

是不适合于相互交往的利益时，这项法律便不再是公正的。因此，在伊壁鸠鲁看来，国

家与法律正是这种契约的产物，它们的价值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安全。 

与伊壁鸠鲁学派在某些观点完全对立并在后来盛行于罗马的斯多葛派，虽然否认国

家、法律来自人们的契约，但在其演化发展出的自然法理论中，在构建世界国家的主张

中，没有给家庭等社会组织留下空间，提出了人人自由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

可见，和伊壁鸠鲁学派一样，斯多葛派也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 

罗马的自然法思想是以斯多葛自然法理论作为媒介，以万民法为现实依据的基础上



 

盛行起来的。罗马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人物首推西塞罗，他是古罗马第一个依据斯多葛派

观点系统阐发自然法思想的人。在国家和法律起源上，他的思想看起来更接近斯多葛派

的自然演化论，但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却有十分明显的强调，因而具有突出的契约论色

彩。“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人民不是偶然汇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

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这是西塞罗为国家下的流传千古的定义。

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有明确的主权在民的意识，而公认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约定，只不

过约定的方法在西塞罗看来是一个历史或自然的过程。在《论共和国》一书中，他在其

中的数个段落传达了具有明确契约论意味的政治社会起源观。西塞罗还认为国家的目的

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在《论义务》中讨论功利时，他明确提出，建立立宪国家和

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在这里他以财产权为媒介把个人的权

利引入了国家的政治层面，同时还把渗入罗马人灵魂的私法中的契约观念引入了公法领

域。基于自然法理念中的人人平等观念和自然法的最高地位，天赋的平等的个人权利观

念自然凸现而出。 

 

来源：http://www.studytimes.com.cn/txt/2005-10/25/content_6009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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