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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及其对 

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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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依据其前提假设，经过逻辑推理，得出其国际关系思想的 

中心结论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 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霍布斯的思想对后来的现 

实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约翰 ·赫兹的“安全困境”概念和肯尼思 ·沃尔兹的结 

构现实主义理论上。霍布斯的思想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信条：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本位和 

物质权力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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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是l7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 

经典名著之一《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在《利维 

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论”，并以此为 

基石表达了其现实主义思想。霍布斯的思想对后来 

的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拟对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论”及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进行 

阐述和分析。 

一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为敌的战争 

状态。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愿望 

和方式采取一切手段来保全自己，当怀疑有人有侵 

害自己的企图时，便先发制人，立刻进行袭击，产生 

互相争斗的局面。霍布斯从前提假定出发，经过层 

层深入的逻辑推理，得出其中心结论，其目的是要说 

明一个缺乏公共权威的社会必定处于“人人相互为 

战的状态”。[1】( ’ 

(1)霍布斯“自然状态论”的前提假定 

第一，人性是恶的，人是自私 自利的。正是绝对 

的恶引导人走向启蒙，指引人类构筑最后的理性防 

线：“为了保全和保卫 自我”o[2](r．106)在自然状态中， 

自我保护这条法则处于第一位，不存在比自我保护 

更高的道德法则。 

第二，人生而平等。在霍布斯看来，所有的人生 

而平等，或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能力生而平等：体力 

上，最弱的人可运用密谋或与他人联合的方式杀死 

最强的人；而智力上，人与人之间则更加平等，没有 

人会相信他人像自己一样聪明。[ 】‘ 蚰’ 

第三，由于不存在一个能使人畏惧的共同权力， 

人们没有任何约束。在没有公共权威的状态下，人 

不得不剥夺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直到威 

胁自己安全的力量不复存在为止，因为他们不相信 

别人不会对 自己构成威胁。因而，“全人类共用的 

普遍倾向⋯⋯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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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的权势欲。”[11(P．72) 

(2)霍布斯“自然状态论”的逻辑推理 

首先，人能力是平等的，而资源是稀缺的，这使 

得人与人之间成为敌人。“由这种能力的平等出 

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 

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 

会成为仇敌。”[1] · 其次，虽然自然状态中可能只 

有少数人以攻击他人为乐，但那些意识到这一情形 

的其他人同样会变得极端多疑并富有攻击性，“于 

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是用武力或 

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 

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 最后 ，由于自然 

状态中有些人以征服扩张为乐，因而“其他那些本 

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人们，他们也不 

能长期单纯只靠防卫生存下去。”⋯‘ 

总之，在缺乏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中，必定会存 

在三种导致争斗的原因即竞争、猜疑和荣誉。“第 

一 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 

全、第三种原 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 

犯。”[ ]‘ 舛 其结果是，自然状态成为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状态。“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 

服的时候，人们便 处在所 谓 的战争 状态 之 

下。”[ ]‘ 舛 霍布斯是这样描述战争状态的：“在这 

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 

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 

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 

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 

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 

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 

而短寿。”⋯( ·舛一蛄 

(3)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解决方案 

既然自然状态中个人的绝对自由权利将导致令 

人无法忍受的危险，那么该怎样摆脱这种状况呢? 

霍布斯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所有的人放弃他们的 

自然权利，将他们所有的自然权利都交给他们相约 

建立的“利维坦”，即一个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公 

共权威，以此摆脱那险恶无比的战争状态。 

然而，“利维坦”可以结束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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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而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却无法消除。在理论 

上，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寻求自我保护并服从 

了“利维坦”，从而结束了人与人之间那险恶无比的 

战争状态，但这种做法的必然后果就是使主权国家 

成为国际层次上的个人，而由于国与国之间并没有 

能实现类似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集权 ，因此主权国家 

间的关系状态必定是一种类似个人间曾经出现的自 

然状态，即战争状态。霍布斯这样写道：“国王和最 

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 ，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 

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 

他们的目光相互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 

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 

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状态。” J( 

二、霍布斯理论的思想影响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不仅是对于远古人类 

生活状态的一种设想 ，而且凡是没有国家权力或国 

家权力软弱无力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状态。换句 

话说，所谓“自然状态”也就是无政府状态。霍布斯 

以“自然状态论”作为国际关系哲学的立论基石，推 

导出其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论述，即国际无政府状 

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霍布斯的 

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 

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中的一个重要 

的分支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霍布 

斯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开创者。[。]‘ 竹 

美籍犹太国际政治学家约翰 ·赫兹在 1950年 

提出了一个被后来的国际政治学者广泛引用的基本 

概念：“安全困境”，然后在 1959年又更为系统地阐 

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 

兹认为：“‘安全困境 ’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 

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 

际关系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 

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它们行为和保护它们 

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 

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 

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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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4】( 捌)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实际上 

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念。根据霍布斯的自然 

状态论，建立主权国家可以解决可怕的自然状态，但 

同时会产生国家间的另一种自然状态，即通常被称 

为世界政治中的“安全困境”状态：通过建立国家来 

获得个人和国内的安全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根植于国 

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的不安全。个人之间 

的安全困境可以避免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不可避 

免，因为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国家或世界政府。不 

像自然状态中的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主权国家不愿 

因为全球性的安全保障而去放弃它们的独立。国家 

间的自然状态主要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战争状 

态，主权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或被保证的和平。 

肯尼思 ·沃尔兹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创立者，他 

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 1959年出 

版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沃尔兹在这本书中依 

据对历史上有关对战争起源不同观点的考察提出了 

著名的“三个意象”理论，即战争的起源在于人性、 

国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沃尔兹在他的 

著作中虽然认为所有的“三个意象”对理解战争起 

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却特别强调“第三意象”即 

国际无政府状态对理解战争起源的首要意义。第三 

种意象让沃尔兹触及了战争的最根本、最终的决定 

因素——他认为这是最具包摄力的关键因素。他认 

为，第一和第二种意象需要从第三种意象的角度才 

能得到解释。国际无政府状态处在三种意象层级的 

顶端。[ 】(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 

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结 

构现实主义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 

单元(国家)，结构是决定性的，单元是被决定的，尽 

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无政府状态是国 

际政治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各单元互不隶属，各 

自为战，为安全和谋求权势而争斗，处于类似于霍布 

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 

政府状态的国际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 

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沃尔兹认为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必须要依靠武力生存的自助 

状态，即“在国与国之间，原始状态就是战争状态， 

这不是说战争经常发生，而是说，在由各国自己决定 

是否动武的情况下，战争随时都会爆发。”[ 】‘̈加 

由于国家无法向更高一级的权威求助，因而它们 

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维护自身生存，就必须要依 

靠它们自己的手段，“在无政府秩序中，自助必然 

是行动的准则”。[ 】(̈ 

三、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信条 

总结起来，霍布斯现实主义思想体现了现实主 

义理论的几个基本信条： 

第一，国际无政府状态。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霍 

布斯的“自然状态”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对于霍布 

斯以后的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 20世纪以来这一领 

域的研究，“自然状态”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同 

义语。[ 】(嘣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对现实主义理 

论影响最大之处就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假 

定。现实主义学者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其理论建构 

的最基本假定。阿特和杰维斯认为“国际政治发生 

在一个没有中央统治的领域，没有什么机构凌驾于 

个体国家之上，拥有权威和权力制定法律，解决争 

端。国家可以作出承诺 ，订立条约，但没有哪个主权 

权力能确保守约和惩罚背叛。这——至高无上权力 

的缺失——就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环境所具有的含 

义”o[8](P-2)在格里科看来，现实主义(包括新现实主 

义)有五个主要观点，其中一个就是“国际无政府状 

态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为的主要力量”。[ 】‘̈ 坞 

第二，国家本位。我们可以看出，在霍布斯的自 

然状态论中，他把国际层面上的主权国家类比为国 

内社会中的个人，而得出其结论——个人间出现的 

自然状态可以消除而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不能消 

除。把主权国家看作国际层面上的唯一行为体，这 

反映了现实主义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现实主义普 

遍将国家看作实现国际政治中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 

根本保障，认为国家作为单一的政治单元，在无政府 

状态下理性地追求特定的目标。国家是世界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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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个人、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等等——都没有国家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 

沃尔兹和吉尔平指出：在其他历史环境下，人们可以 

用部落、领地、城市国家、地区政治联盟或任何其他 

冲突性团体取代国家，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被 

普遍接受为能追求单一外交政策的主导政治秩序形 

式。[m]( 盯’现实主义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 

在对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直观考察基础上的。18、19 

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是近代民族主权国家迅速发展， 

民族主义思潮广泛兴起，欧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 

现代帝国主义在全球疯狂扩张的年代。主权国家把 

世界分成一块块相互隔绝、互相排斥的独立部分。 

只有主权国家才有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表演的资格。 

第三，物质权力观。霍布斯是近代唯物主义的 

重要代表，他认为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并且是唯一的 

实体，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是一部小机器，人 

的感情、思维等，都是机械运动的结果。在自然状态 

下，权势是国家永恒追求的目标，权势竞争是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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