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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耶路撒冷

!!!美国宪法的神学!政治问题!

王!恒!!

一! 美国宪法的思想意识渊源

%$ 世纪 *$ 年代(汉娜)阿伦特*+,--,. /01-23+的&论革命'

*!" #$%&'()*&"+和伯纳德)贝林*410-,02 4,567-+的&美国革命的思

想意识渊源'*+,$-.$&'&/*01'!2*/*"3&4),$56$2*01" #$%&'()*&"+出版(

由此复活了关于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本质及思想意识渊源的争论(对

美国宪法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论革命'中(阿伦特把&人的条件'*+,$7(61" 8&".*)*&"+中

对%*)1 10)*%1 的研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的

区分用于美国革命的研究(认为美国革命实现了"构建自由#的革命

!

!

本文的写作缘于林国基老师的系列文章及与他的多次交谈(没有他的指点和督促(本

文的完成将是不可想像的, 林国华老师$戴鹏飞和郑凡对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

见, 此外(本文是笔者关于"清教革命与英美宪政传统的塑造#系列研究的一部分(

好友杨天江$曹为$杨陈$刘碧波$柯贵福$李静$刘晨光$王辉$蔡乐钊和乔戈帮忙查找

收集了所需的相关文献资料(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主题研究

目标(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则受困于社会问题(让必然性问题侵入了

政治领域(丧失了以自由立国的机会, 美国革命之所以能够避免法

国大革命的悲剧(既非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呼吁的"自然神#(也

非作为不证自明真理的自然权利理论(而是因为美国革命模仿了罗

马建城之举(在罗马建城中(权威$传统和宗教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阿伦特认为%"其实可以将白哲特关于英国政府的话转换一下(坚持

联邦宪法.以宗教的力量/强化了美国政府, 除此之外(使美国人民

遵守其宪法的力量(既不是基督教对一位启示上帝的信仰(也不是希

伯来对创世者(即宇宙立法者的遵从, 如果他们对美国革命和联邦

宪法的态度完全可以称作是宗教式的(那么.宗教/一词必须根据它

本来的罗马意义来理解(他们的虔敬就在于.2$'*/12$/ *联结或捆绑

在一起+(在于约定返回开端中去, 就像罗马的.9*$)13/*虔敬+在于

约定返回罗马历史的开端(返回永恒城市的建立中去一样,#

0 " 1通

过将美国革命 "罗马化#(阿伦特试图挑战卡尔)贝克尔 *8,06

419:10+和路易斯)哈茨*;<=5>+,03?+等人从洛克式自由主义去理

解美国革命的传统解释(

0 % 1复活了罗马式共和思想的精神力量,

尼采曾把历史研究分为三种%不朽的历史$好古的历史和批判的

历史, 与阿伦特试图讲述美国革命和建国的"不朽的历史#不同(贝

林从"批判的历史#出发对传统解释提出了同样尖锐的挑战, 在&美

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对革命时期浩如烟海的小册子文献作

了细致的实证研究之后(贝林认为有五种思想影响了美国革命(即%

古代经典作品尤其是罗马历史学家的作品(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

表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柯克和布莱克斯通为代表的英国普通法(新

"

0 " 1

0 % 1

0美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 ")@A")'页,

0美1卡尔)贝克尔%&")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年20美1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罗马与耶路撒冷

英格兰的"圣约神学# *9<B1-,-33.1<6<C7+以及以特伦查德和戈登为

代表的辉格党反对派*D.5C<EE<>535<-+作家, 贝林认为(尽管其他

四种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们自身并未形成一种能够对美国

革命的各种元素进行充分解释的连贯一致的智识模式(而且这些观

念之间也不乏矛盾和不和谐之处(只有辉格党反对派的思想才把其

他的思想综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0 @ 1

其后(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F<02<- GHD<<2+在&美利坚共和

国的创生'*+,$:2$1)*&" &4),$56$2*01" #$9(;'*0(<==>?<=@=+中推进

了其师的研究(与贝林强调国王的阴谋和反叛的逻辑这一"权力和

自由#的辩证法不同(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精神给伍德留下了更深

刻的印象%"共和主义对美国人来说要比简单地铲除国王$建立一套

选举制度意味着更多的内涵, 它为与英格兰相分离的政治补充了道

德维度和乌托邦式的深刻意义!!!关涉到他们社会真正特性的深刻

意义,#

0 ' 1在后来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1.*01'*36&4

),$56$2*01" #$%&'()*&"+中(伍德进一步认为%"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启

蒙运动的思想体系, 如果启蒙运动是.现代异教的崛起/*彼得)盖

伊语+(那么(古典共和主义就是它的纲领, 在 ") 世纪(接受启蒙就

是对古代的人与事产生兴趣(对古代产生兴趣也就是对共和思想产

生兴趣,#

0 ( 1此外(与贝林强调&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之间的连续

性不同(伍德认为从 "##* 年到 "#)# 年(美国的政治思想实现了从辉

格党政治理论向联邦党人理论的转变(共和主义取代了洛克式的自

#

0 @ 1

0 ' 1

0 ( 1

0美1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年(第二章,

0美1迈克尔)扎科特%&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王岽兴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年(第 %$& 页,

0美1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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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刻' *+,$A10,*1%$''*1" A&6$")%B'&2$")*"$

C&'*)*01'+,&(/,)1". ),$5)'1")*0#$9(;'*01" +21.*)*&"+中(波考克*IH

FH/HJ<9<9:+将阿伦特$贝林和伍德对美国革命与共和主义的问题

综合在一起(提出了一种系统的"公民人文主义#*95B59.=K,-5>K+(

不仅建立了从佛罗伦萨到费城的共和主义变形记的宏大叙事(而且

将这一思想谱系追溯到亚里士多德"D&&" 9&'*)*E&"#*政治的动物+的

古典城邦和公民理想,

0 * 1

但波考克等人的这一"共和主义综合#遭到了其他学者的批判,

托马斯)潘高*L.<K,>J,-C61+在&现代共和主义的精神%美国国父

的道德视野与洛克的哲学' *+,$F9*2*)&4A&.$2" #$9(;'*01"*36%+,$

A&21'G*3*&" &4),$56$2*01" B&(".$231". ),$C,*'&3&9,H&4I&0E$+中重

申洛克对于美国革命和建国的重要性(并认为波考克等人误解了马

基雅维利的思想, 然而(追随施特劳斯*;1<G30,=>>+在&自然权利与

历史'*J1)(21'#*/,)1". 7*3)&2H+中对洛克的理解(潘高也把洛克的

思想溯及马基雅维利*尽管不是波考克理解的"公民人文主义#的马

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的 .德性/ 概念(与洛克的无限攫取

*=-65K5312 ,9M=5>535<-+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

性,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终点(正是&政府论两篇'的起点,#

0 # 1

在 &自 然 权 利 与 新 共 和 主 义 ' * J1)(21'#*/,)31". ),$J$K

#$9(;'*01"*36+中(迈克尔)扎科特*N59.,16JHO=9:103+承认了特伦

查德和戈登对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但提出了不同于贝林等人的对

&加图书信集'的新解释(认为&加图书信集'的实质在于将洛克的自

$

0 * 1

0 # 1

IHFH/HJ<9<9:( +,$A10,*1%$''*1" A&6$")% B'&2$")*"$C&'*)*01'+,&(/,)1". ),$

5)'1")*0#$9(;'*01" +21.*)*&"( J05-913<-(J05-913<- P-5B10>537J01>>( "&#(H

0美1托马斯)潘高%".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利坚立国%一项批判#(载&共和主义%古

典与现代'(任军锋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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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权利理论与共和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并强调美国革命与英国"光

荣革命#的差异,

0 ) 1

伊拉扎和路茨等人则提供了另一种对美国革命和建国的不同解

释,

0 & 1 他们强调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的重要性(认为从

"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一系列文献及制度体现

了犹太约法传统(是"圣约神学#在世俗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伊拉扎

和路茨还认为对美国革命具有深刻影响的洛克的契约论也是犹太约

法传统的现代发展形式之一(因此(不是辉格党反对派(而是犹太约

法传统给美国革命的各种元素提供了连贯一致性,

在这些解释中(如何理解洛克和共和主义成为了关键的问题,

洛克既是霍布斯的契约论的继承者(也通过改造霍布斯成为了辉格

党理论的"教父#, 由于洛克并未发展出一种共和主义话语(因此(

通过强调辉格党反对派的重要性(似乎可以调和洛克的自由主义和

美国共和主义的关系,

然而(不仅殖民地时期的思想和洛克的契约论像伊拉扎和路茨

说的那样体现了犹太约法传统(辉格党理论和辉格党反对派也与犹

太约法传统大有渊源, 辉格党主义*D.5CC5>K+源于"D.5CC,K<01#

一词(在 "排除法案#危机时期(詹姆斯党人把议会反对派称为

"D.5CC,K<01#(意思就是"G9<335>. 9<B1-,-310>#*即"好斗的苏格兰长

老会教徒#+(而苏格兰长老会可谓加尔文主义"圣约神学#最著名的

代表, 事实上(辉格党理论是诺曼征服和&大宪章'以来的英国政治

%

0 ) 1

0 & 1

0美1迈克尔)扎科特%&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引论及第十章,

Q,-516IHR6,?,0( " L.1J<65359,6L.1<07<S8<B1-,-3% 45T659,6U05C5->,-2 N<210-

Q1B16<EK1-3>#( C(;'*(3(V<6H"$H' */=3=K-( "&)$+( EEH@A@$2 Q<-,62 GH;=3?( "W0<K

8<B1-,-33<8<->353=35<- 5- /K1059,- J<65359,6L.<=C.3#( C(;'*(3(V<6H"$(X<H' */=3=K-(

"&)$+( EEH"$"A"@@2 Q<-,62 GH;=3?( "L.1Q196,0,35<- <SY-21E1-21-91/>J,03<S,-

/K1059,- X,35<-,68<KE,93#( C(;'*(3( V<6H"&( X<H" *D5-310( "&)&+( EE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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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内战期间的清教革命政治的综合(可谓"清教革命#的阿尔比

翁*/6T5<-+化("光荣革命#后发布的&权利宣言'和&权利法案'即是

这种综合的典范,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光荣革命#后根本性的党

派斗争最初不是在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而是在宫廷辉格党和乡村

辉格党*即辉格党反对派+之间, 正是在斗争过程中(乡村辉格党发

展出了比宫廷辉格党更多的共和色彩(但与美国的共和主义不同(辉

格党反对派仍然局限在英国君主制的框架之内,

洛克的契约论源自霍布斯(但是(与霍布斯相比(洛克也同样阿

尔比翁化了,

0"$1 美国的清教徒不仅延续了英国的"清教革命#(而

且在美洲旷野中发展出了更激进的样式,

0""1 因此(以殖民地时期的

思想和制度为模式和基础(美国革命抛弃了洛克思想中的妥协性因

素(恢复了洛克思想中的革命性因素(

0"%1这一革命性因素在霍布斯

的契约论中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尽管霍布斯是一个保王党人而不

是共和主义者,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也源自加尔文主义的"圣约

神学#(但不是"圣约神学#的世俗版本(

0"@1而是"圣约神学#的一种

独特发展形式(比"圣约神学#更接近作为犹太约法传统原型的摩西约

法, 事实上(苏格兰长老派的"圣约神学#就是霍布斯最刻骨铭心的对

&

0"$1

0""1

0"%1

0"@1

关于霍布斯和洛克思想中的"耶路撒冷#元素和"阿尔比翁#元素之间的关系(参看费

希的精彩研究%+,0<62 W5>9.( L$2(31'$61". 5';*&"% +,$7$;21*0B10)&2*" F$%$")$$"),M

8$")(2HI*)$21)(2$( X1Z[<0:( G9.<9:1- 4<<:>Y-9H( "&*',

在英国内战中(彼得斯和小亨利)文恩等人就不失时机地向英国教会和英国共和政

府宣传"新英格兰路线#(参看0英1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徐璇译(北京(新星

出版社(%$$& 年(第 *# 页,

关于洛克思想的革命性(参看林国基在"洛克的.创世记/!!!读&政府论'#一文中

的精彩研究(刊&政法论坛'(%$"" 年(第 ( 期,

近代以降(人们通常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世俗化, 第一种把世俗化理解为政教分离(即

政治从教会中获得了解放, 第二种则把世俗化理解为无神论(即政治从宗教中获得了

解放, 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人的宗教批判之后(第二种理解逐

渐占据了上风(以至于使得对第一种含义的理解也成了问题, 只有在第一种理解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澄清"圣约神学#和"社会契约论#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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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圣约神学#和"社会契约论#的区别在于教权主义*961059,65>K+和

反教权主义*,-35\961059,65>K+(在于"圣徒的统治#和"人民的统治#(

在于"利维坦#和"比希莫特#, 有趣的是(美洲的旷野不仅消解了让

霍布斯念兹在兹的这种对立(而且将其变成了一种互补(最终将二者

完美地融合在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中, 詹姆斯)布赖斯认为美国革

命是加尔文神学和霍布斯契约论的结合(

0"'1可谓一语中的,

&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提出%"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

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

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

他们永远注定要靠运气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0"(1汉密尔

顿这段话可谓对美国宪法乃至美国革命和建国精神的最深刻概括(

堪称成文宪法的神学!政治论*3.1<6<C59<\E<65359,6E0<T61K+, 古希

腊罗马的异教传统把"命运#和"自然#作为最高的支配者("运气#

和"强力#则是命运的表现形式之一(而"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则源

于犹太约法传统(尤其是&出埃及记', 阿巴)埃班*/TT,RT,-+指

出%"古代异教徒的思想为历史受轮回规律的无情支配这一观念所

束缚(因而充满深沉的忧郁, 这种忧郁在几百年之后罗马哲学家的

呐喊中(仍然可以找到反响%.上上下下(来来去去(如此循环不已(

这就是宇宙单调而无意义的规律,/这种宿命论是异教文化的特征(

相反(希伯来人的思想从摩西起就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摩西认为(上帝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并不受自然力循环规律

的制约, 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

的,#

0"*1这样(通过与上帝约法(不仅成为"上帝的选民#(建立了一

'

0"'1

0"(1

0"*1

I,K1>40791( +,$56$2*01" 8&66&"K$1'),( % B<6>H( 12HT7F,07;N9Q<Z166( Y-25,-,E<65>(

YX( "&&(( Y% %#"( ,-2 Y% @)$-H

0美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第 @ 页,

0以色列1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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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上帝国#(而且把约法的基础建立在创世论的上帝启示而非宇宙

论的自然法则之上(摆脱了自然和命运的支配和循环更替(从而建立

了一种以约法而非"存在的巨链#为基础的政治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约法的统治称为 "圣经共和主义# *45T61

01E=T659,-5>K+(以区别于以异教为基础的罗马共和主义传统, 尽管

约法在变形后可以与君主制相结合(但无疑约法在原初意涵上是反

君主制的和共和主义的, 约法预设了上帝的统治(上帝取代君主(与

选民立约并通过约法施行统治(约法由此成为最高权威(君主制(尤

其是神圣君主制则是一种偶像崇拜, 而且(约法作为一种成文法(对

政府具有约束作用(高于约法的任何权力诉求都成为一种偶像崇拜,

此外(与异教的自然等级秩序不同(上帝打破了这种"存在的巨链#(

创造了自由$平等的子民(约法由自由$平等的子民基于深思熟虑和

自由选择而订立, 因此(选民也通过约法创造*901,312+了一个自由

的民族*,S011E1<E61+, 其他民族的形成由强力或运气所铸就(是一

个自然生长的有机体(但通过约法形成一个民族则是自由选择的结

果(以同意为基础(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共同体(以约法为身份认同的

标识, 因此(在约法$政治共同体和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为

罗马共和主义所知晓的独特关系, 但是(美国在革命和建国的过程

中(也接受了一些异教的元素(并以约法的精神改造了它们, 本文的

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梳理这两种共和主义传统与美国建国及立宪的

复杂关系(以便理解美国宪法的独特品质(这种品质使得美国的共和

主义与古希腊罗马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形形色色的共和主

义区分了开来,

在美国国玺的设计过程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把以色列人出

埃及的故事作为设计的主要背景(在最后定稿的国玺设计方案中(维

吉尔的诗歌则成为了灵感的源泉之一(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堪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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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罗马人的"出特洛伊记#,

0"#1 阿伦特指出%"就美国革命者而言(

只有两个立国传说是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圣经'中以色列部落出埃

及的故事(以及维吉尔关于埃涅阿斯逃出被烧毁的特洛伊后四处漂

泊的故事, 两者都是有关解放的传说(一个是从奴役中解放(另一个

是从毁灭中逃离(两个故事的中心(都围绕将来的自由承诺(对应许

之地的最终征服或新城市的建立!!!.(60&".$2$)(2;$6,#

0")1迈克

尔)沃尔泽也认为(在古代世界的文献中(只有&埃涅阿斯纪'与&出

埃及记'在叙述结构上类似(二者都描述了在神圣的引导之下历经

种种磨难之后达到应许之地的历程, 这也说明为什么&埃涅阿斯

纪'在美国国玺设计中成为了&出埃及记'的惟一竞争者, 沃尔泽还

指出(尽管对维吉尔而言(罗马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秩序#(但罗马仅

仅比特洛伊更为强大(而非完全不同(而迦南则完全与埃及相对

立,

0"&1 因此(罗马人的"出特洛伊记#体现了一种连续性(而以色列

人的"出埃及记#则体现了一种断裂(具有革命性, 就像阿伦特指出

的那样("用维吉尔的语言来说(罗马建城乃是特洛伊的重建(罗马

实际上是第二个特洛伊#

0%$1

(而以色列则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第

二个埃及,

0%"1 此外(&埃涅阿斯纪'的高潮在于埃涅阿斯下降到地

狱(从父亲安奇塞斯那里知晓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而&出埃及

)

0"#1

0")1

0"&1

0%$1

0%"1

关于美国国玺设计的详情(参看任军锋%".神佑美利坚/!!!.公民宗教/在美国#(

刊&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年(第 #&A)* 页,

0美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 ")&A"&$ 页,

N59.,16D,6?10( NO&.(31". #$%&'()*&"(X1Z[<0:( 4,>594<<:>( Y-9H"&)(( EEH""A"%H

0美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 "&@ 页,

在此(我们面对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独出心裁的解释, 即便摩西真的像弗

洛伊德说的那样是一个埃及人(准备到迦南建立"新埃及#(但也体现了与"旧埃及#

的断裂而非连续性,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尼撒的格列高利%&摩西的生平'(石敏敏

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尤其是"离开埃及#$"长子之死#等

章节, 也可参考亚历山大的斐洛撰就的&论摩西的生平'(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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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高潮则在于西奈山下与上帝订约立法(成为"上帝的选民#并

建立了一个"上帝国#, 实际上(在&埃涅阿斯纪'和&出埃及记'中(

对自由$和平$法律和神意等核心问题的理解也完全不同(这种不同

凸显了一神教的以色列和异教的罗马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圣经

共和主义#和"罗马共和主义#的区别(汉密尔顿所说的"深思熟虑与

自由选择#与"强力和运气#(正是对这种差异的完美概述,

吊诡的是%公元 #$ 年(埃涅阿斯的后代决定性地打败了摩西的

后人(公元 "@@ 年(更是镇压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武装反抗(迫使犹

太人在出埃及之后再次离开应许之地(散落万民之间(直至两千年后

才得以重回应许之地建立国家, 这一事件似乎表明(建立在"强力

和运气#之上的罗马政体(似乎比建立在"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之

上的犹太政体更为优越和强大(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也由此成为

后世不断模仿的对象,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公元 #$ 年提图

斯摧毁第二圣殿(为晚期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铺

平了道路(这一获胜的教派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出埃及过程(堪称

"出犹太记#(摆脱了晚期犹太教狭隘封闭的特征(成为了一种普世

宗教(这一教派就是基督教, 在近代的宗教改革中(清教这一富于活

力而又极具古犹太教特征的基督教派(在"出不列颠#后在美洲旷野

中种下了美国政治模式和精神的种子(复兴了摩西约法传统, 在经

历了一系列变形之后(美国人决定将政治的基础重新建立在"深思

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并试图以此来克服"强力与运气#(最

终建立一种比"罗马和平# *C1O#&61"1+更为强大和稳固的"美国

和平#*C1O56$2*01+,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宪法的思想意识

渊源和成文宪法的神学!政治问题(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先来看看罗

马的"出特洛伊记#和犹太人的"出埃及记#(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成文

宪法$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与和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才能最终得以理

解美国人的"出不列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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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抑或"强力与运气#

德性与命运"罗马人的#出特洛伊记$

公元前 %"& 年到 "*# 年的近半个世纪内(罗马几乎征服了人类

已知文明的主要地区, 这一前所未有的扩张行为既深深地震撼了被

征服者(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征服者, 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罗马

进一步加快了扩张的步伐(终于在公元前 %# 年统一了整个地中海(

关闭了雅努斯神庙(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 罗马不仅成为其他

民族的命运(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命运(并迫使人们对这一命运进行

沉思,

公元前 "** 年(波里比乌斯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对罗马与希腊社

会之间的差异深感震惊(不由得发出感慨%"和罗马人比较起来(希

腊人不过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小孩子而已,#

0%%1并试图说服希腊人不

要再进行无谓的反抗(平静地接受罗马的统治, 近半个世纪的变化

还使波里比乌斯洞察到%"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

个目标(即罗马帝国,#

0%@1波里比乌斯决定记述这一段历史(并对罗

马的扩张给以解释,

在&通史'第一卷中(波里比乌斯认为罗马服从纪律的美德是其

成功的最重要原因(罗马的成功依靠的是德性而不是运气, 但是在

第六卷中(波里比乌斯把罗马的成功归结于罗马政体的优良(并通过

改造柏拉图的"政体类型学#来解释罗马政体, 柏拉图把政体分为

!!

0%%1

0%@1

0美1IHDH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页,

同上(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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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类型(而每一种政体从本性*-,3=01+上都

会蜕变为另外一种政体(即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制, 在&理想国'

第八卷和第九卷中(柏拉图探讨了每种政体如何不可避免地蜕变和

演化为另外一种政体, 在&法篇'第三卷中(柏拉图还把政体的演化

和循环纳入文明的演化和循环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 人类的文明也

存在起源$成长$成熟(最后衰亡的循环(柏拉图不仅把二者巧妙地结

合了起来(还认为混合政体比单一政体更具有优越性,

波里比乌斯改造和完善了柏拉图关于政体和文明循环演化的理

论(把这种循环演化提升到自然的层面和高度, 波里比乌斯也认为(

混合政体比单一政体更优良(而且可以延缓单一政体的蜕变和演化,

与柏拉图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视为混合的两种"母制#*K<3.1001C5K1+

不同(波里比乌斯构想的混合政体同时具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

的特征(并认为罗马的宪制完美地体现了这样的混合(其中(执政官

体现了君主制的元素(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制(公民大会则体现了民主

制,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自然的(但它的实现有

赖于机运*9.,-91+, 而波里比乌斯则认为罗马的政体是最佳政体的

实现(罗马近半个世纪的成功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波里比乌斯由此

为罗马的政体奠定了一个自然的根基(因为罗马从起点*120,$+上(

这种政体的形成和生长便都遵循着自然原因*-,3=0,69,=>1>+ *VYH

'H"@(&H"%A"'+,

波里比乌斯在解释罗马时诉诸自然(并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循环

的整体, 但是(这样的自然观导致了一个内在的困难, 一方面(波里

比乌斯强调罗马的军事组织(尤其是他们服从纪律的德性造就了罗

马的成功2另一方面(波里比乌斯又强调罗马的混合政体是罗马成功

的原因(并且强调政体和文明的自然循环, 混合政体尽管可以延缓

政体的蜕变和衰亡(但最终也没法摆脱这一自然的循环(一流的政治

"!



罗马与耶路撒冷

家和立法者只是预见和利用这一循环(而不是克服这一循环, 因此(

这种自然的循环成为了一种命运(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克服这种命

运, 甚至(在自然循环的命运面前(罗马人的德性最终似乎显得无足

轻重, 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波里比乌斯在第六卷中对罗马政体的

哲学解释完全是不必要的,

0%'1

但是(正如混合政体可以延缓自然的循环(罗马人的德性也可以

延缓政体的腐化和蜕变, 罗马人的政体和德性使他们经历了三次布

匿战争的严峻考验(但却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开始变得腐化堕落,

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开始(一直延续到屋大维与安东尼的近一个多世

纪的内战(以罗马共和国的衰亡作为结束(似乎印证了波里比乌斯关

于政体自然循环的结论, 这一事实同样震撼了罗马作家(并迫使他

们重新回到罗马的源头(比如说李维和西塞罗(重申罗马的德性与

自由,

在"罗马城邦的危机与罗马历史学家#一文中(莫米利亚诺

*/0-,62<N<K5C65,-<+对从撒路斯特到塔西佗的罗马作家对这一问

题的回应进行了精彩的研究, 莫米利亚诺认为(希腊思想传统把政

治问题视为制度问题(因此(城邦的危机就是制度的危机, 但是(罗

马历史学家对制度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道德或者说德性, 撒

路斯特$李维和塔西佗对罗马政体都没有太细致的描述和关注(但他

们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道德激情, 由于罗马共和国的扩张(公元前 "

世纪时罗马的政体已经明显无力处理帝国这一问题, 罗马历史学家

没有能够通过艰苦的思索提供新的政制(但他们强烈的道德主义阻

止了罗马革命以混乱告终, 罗马的自由已经丧失了(但这种道德良

#!

0%'1

4,25,-在给波里比乌斯的新英译本写的导论中就持这样的看法(参看莫米利亚诺%

"波里比乌斯在英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载&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林国华$王恒

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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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并没有泯灭(正是这种道德良知把屋大维驯化成了奥古斯都,

0%(1

对罗马德性和命运的辩护在维吉尔这里达到了巅峰, 在维吉尔

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我歌唱过放牧$农事和元首, 在&第四

牧歌'中(维吉尔预言了"克洛诺斯时代#即将重新来临(新的一轮循

环开始了(奥古斯都时代成为新"黄金时代#的起点, 在&埃涅阿斯

纪'中(维吉尔对"罗马和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辩护(把罗马的统治

视为从开端就已为命运铸就的安排(以至于后人把&埃涅阿斯纪'视

为"罗马帝国的&圣经'#,

0%*1

罗马人的开端在埃涅阿斯的"出特洛伊#,

0%#1

&埃涅阿斯纪'模

仿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颠倒了荷马记述的顺序, 前

六卷记述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之后(携带着特洛伊的家神(在命运

的指引之下(在海上经历种种磨难和漂泊之后(终于到达了特洛伊人

的先祖意大路斯的故地意大利(后六卷记述埃涅阿斯抵达应许之地

之后进行的战争(并使特洛伊人与拉丁人联姻(成为后来的罗马人的

祖先,

对荷马的创造性模仿凸显了罗马与希腊的差异(此外(&埃涅阿

斯纪'中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罗马和迦太基(尤其是埃涅

阿斯与狄多的对比, 与埃涅阿斯类似(狄多也带着一些同伴离开了

故国推罗(扬帆出海到利比亚的海岸建立了迦太基*意即"新城#+(

堪称腓尼基人的"出推罗记#, 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科林斯战争之后(

罗马彻底征服了迦太基和希腊(但是(罗马却面临着在文化上被希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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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罗马城邦的危机与罗马历史学家#(载&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第

@*A(* 页,

Q,-31% A&"120,H( 12HT7J0=1G.,Z(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导论(第]B5页,

关于罗马人如何将特洛伊人视为自己的祖先(参看莫米利亚诺在"如何调和希腊人

与特洛伊人#*未刊中译文+一文中的精彩研究, 笔者在此并不关注罗马人自视为特

洛伊人后代的政治意图(而是关注罗马人"出特洛伊记#的特征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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