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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追求 
 

杨明伟 （西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古典政治哲学属于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在政治建构上，致力于政治的伦理道德性建构，

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为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家把政治的基础

归结为道德,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上的善业。因而,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政治生活的美

好问题，关心的是何谓美德、何谓正义、何谓好的政体、何谓好人、何谓好公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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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哲学属于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在政治建构上，致力于政治的伦理道德性建构，把伦理

道德作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为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思想家都把政

治的基础归结为道德,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上的善业’。” ①因而,古典政治哲学家们主要关心

的是政治生活的美好问题，关心的是何谓美德、何谓正义、何谓好的政体、何谓好人、何谓好公民等问

题。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主要致力于政治的道德性解释和建构，把道德作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

理想形式为道德城邦，即正义国家。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高峰是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从正义理论出发，构想了道德城邦即正义国家性

质的理想城邦制度。他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用道德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可以说，柏拉图

的政治哲学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②，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

政治哲学。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应该是实现德性，国家的目的就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

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因而，柏拉图坚信不移道德治国。首先，认为治国者自身要有很高的政治品德，

为全国人民谋利，虽然执掌最高权力却最不热衷于权力。其次，对全国人民实行道德教化，“运用说服

或强制的手段，使全体人民彼此协调和谐，……把他们团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城邦公民集体”。③认为一

个国家治理的好坏全凭公民的品性，如果品性堕落，社会就会混乱，正义便不复存在。在其《理想国》

中他主要探索了最美好城邦的问题,认为最美好的城邦是正义完全实现的城邦——这种城邦的存在对于人

类的美好政治生活是必要的,因为它照亮了现实的政治生活。 
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想，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道德的因素都始终占据支配地

位。他认为好人和好公民是一回事，国家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最高道德的人类，正义的内涵也是符合道德

规范。在这其中善的理念是柏拉图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认为善的理念是“给予认识的对象以

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④认为善的理念是世界的最高最有价值的理念，其核心成份

是正义。正义源于善的理念，因而，正义应成为人类道德最高准则，也应是政治生活的原则。认为建立

政治秩序的目的，就在于按照正义原则来实现和谐生活的道德秩序。按照正义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

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⑤ “对个人来说，善莫大于能从事自己的工作，并能胜任这项工

作，对其他的人以及对整个社会来说，善莫大于每个人能承担他有资格承担的职位”,使“每一个人根据他

的天赋和他的训练都能获得毕生从事的工作……每个人应当得到的是根据他的能力和训练受到恰如其分

的对待,而他应当付出的则是忠实的去完成他所处的地位要求于他的那些任务”。⑥因此，柏拉图相信正

义是一种使社会各阶层安于自己天赋决定的地位和职责，社会因而处于和谐和秩序之下正常运行的法

则。可以这样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设计思路中，“在道德和政治之间，除方便的区分外，没有区

别。”⑦  
总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国家不仅仅是具有内在道德价值的共同体，也是把这种内在

善、观念善外化和现实化的工具，使善变成国家及其每个成员的现实努力和能力而付诸工作和实践。相



信政治的道德实现有赖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道德垂范和道德引领,有赖于国家对道德政治功用的高度

重视和自觉推动,有赖于系统的道德教育体制等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道德教化。 
柏拉图还就知识、德教、品德与法律的关系表明了态度。他认为,如果人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

形成良好的品德,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反之,人们能自觉遵守道德并形成行为习惯,然后再制定和执行法

律就不难了。⑧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明确指出“一切社会共同体的建立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

城邦国家作为一种最高的社会共同体，它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一种最高最广的善业。这种善业包括三个

方面：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具体而言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具有适量的财富、强健

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认为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道德的生活，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

的特征。因此，“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躯体更可珍贵”。⑨相信灵魂诸善越多越

好，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国家的目的首先在于促进道德，甚至可

以说，国家就是道德的团体。同时他还将教育视作实现政治之善的最佳方法,教育在他们那里不再是一

种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一种通过塑造、培养健全的理想人格而造就好人、好公民的社会政治活动。认

定教育为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最佳方法。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人性最大期许的“道”与“德”，将“道”看成是评判政治社会善恶好坏的终

极价值标准,认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有道”之世,反之,就是一个“无道”之世。中国古典政

治哲学中的“德”这一概念,在最早的典籍《尚书》当中，其原初的含义是指君王在政治实践当中应当具备

的政治品质和应当遵守的政治道德规范。这样，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就形成了伦理政治观，即仁政思

想。认为仁政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断

言得天下的关键是得其民。告诫统治者要“重民”、“保民”。认为仁政的根本在于富国裕民。指出“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认为得

民在于得民心，得心除了在精神上给民以同情安慰之外，主要的是在物质上与民同忧乐。认为仁政的原

则是为政以德，行王道，把君子的仁德看作得失天下的根本条件 ,指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

娄上》）。特别强调仁政要重视德教、尊贤使能为保证条件，强调“教以人伦”,善教可得民心“仁言不如

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

心”（《孟子•尽心上》） 
总之，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国家”的概念是指天下、邦国和家庭的统一体。如孟子所说“人有恒

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具体地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

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把政治关系等同于伦理关系，所要建立的是家国一体的伦理国家秩序。始

终把政治关系解释为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统治解释为一种伦理统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君”与“国”一

体、“国”与“家”不分，“国”是“家”的联合和扩展，同“家”一样是一种伦理生活共同体，以伦理为维持手段

并以伦理生活为目的，使君主与家长同体，人臣和人子同体，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忠君与孝父合

一，政治生活也就是伦理生活。特别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

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论语•子路》）。又如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与正气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把理想的人生模式总结为“三纲八目”。所谓“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

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

身”的方法，而“修身”不是最终的目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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