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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哲学之于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

有对智慧的追求，大学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中国的大学

来说，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更是与哲学的精神和理念须

臾不可分离。

宁夏大学自 1958 年建校以来就开始了哲学教育工作，1993 年

获批的东方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是宁夏大学设置最早的文

科硕士点之一。随着宁夏大学在 2008 年进入“211 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的行列，哲学学科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11 年，宁夏大学获

批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现有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

3 个二级学科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所取得的成

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师资力量雄厚。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核心团队共有骨干人

员 21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1 人，博士 14 人。学科成员大

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

东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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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较为完备的

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团队成员中，多人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特殊津贴、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内引才 312 计划”、“313 人才计

划”、“四个一批”人才，高层次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建设工作取得

一定进展。哲学学科的教学科研骨干全部具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的经历，有各自侧重的具体研究领域，为本学科的持续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保证了本学科在区内的领先地位和在国内的学术

影响力。

第二，科研能力突出。宁夏大学哲学学科近年来共获批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 18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 3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14 项，同时，主持省部级课题近 20 项，科研经费达 400

余万元。其中，以李伟教授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我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系列研究》，充分反映了本学科在伦理

学，特别是民族伦理学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和优势地位。以任军教

授、冯璐璐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外国哲学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

究，以及以吕耀军教授为带头人的涵盖伊斯兰教、道教、藏传佛教

等领域的宗教学研究积淀深厚，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居于前沿地

位，部分研究成果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第三，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宁夏大学哲学学科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唯一一个培养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

地，自招收硕士研究生 20 年来，培养出哲学硕士 100 余人，其中

不乏丁克家研究员、吕耀军教授、冯璐璐教授这样的优秀毕业生。

近年来，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期刊的级别都有明

显的上升。同时，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赴国内外访

学和承担研究生创新项目，以及获得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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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类奖项的数量显著增长。

第四，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近年来，宁夏大学哲学学科主

办和承办了“第 21 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儒学与中国

少数民族文化”、“中国多民族道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等国际性

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巴基斯

坦、伊朗、约旦、阿联酋及港台地区知名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多次，

有多名学术骨干访问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以色列、土耳其等

国，同时，与台湾、香港等地高校签署了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

设、学科建设合作协议。

第五，学术建设成果累累。目前，宁夏大学哲学学科已经取得

的标志性成果有四项。一是学科成果。本学科经过多年发展，现已

建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扩展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宁夏大学的学科布局。外国哲学和伦理学先后成

为宁夏大学重点建设学科。二是平台成果。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伦

理学学术团体———中国民族伦理学会，会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均为

宁夏大学。三是项目成果。依托宁夏大学哲学学科立项的 《我国多

民族道德生活史系列研究》，是宁夏大学第一个，同时也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具有突破性质。四是研究

成果。近年来，学科成员出版著作 20 余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00

余篇，有 20 余项成果获得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伦理学会

学术成果奖等奖项。

2012，宁夏大学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一所“211 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和省部共建高校，成为“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

程入选高校；2015 年，宁夏大学哲学学科获批宁夏回族自治区“十

三五”重点学科，这都为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宁

夏大学哲学学术文库》 就是得益于这些支持才得以面世的。同时，

本文库的出版，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丁丽萍女士所提供的帮助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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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的，特此致谢。

本文库第一批中，顾世群博士的 《〈古兰经〉 伦理思想研究》，

尹强博士的 《卢梭的自由观研究》，冯杰文博士的 《伊本·赫勒敦

“文化科学”理论研究》，刘莉博士的 《道教天心派北极驱邪院研

究》，曹庆锋博士的 《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林冬子博士

的 《〈鹖冠子〉 研究》，大多为在该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既有一定理论功底，又有独到学术见解，反映出宁

夏大学哲学学科近年来在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进步和成

就。我们也希望，随着宁夏大学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本文库

会有更多的佳作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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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导 论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

自由，作为一个值得人类研究和追求的永恒价值、深沉信念，

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也可以说是政治哲

学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概念，是所有价值序列中最容易引起混乱的一

个概念。卢梭充满深意的箴言“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处不身戴枷

锁”，一语道破了人类命运的“前世今生”：自由是本性，而枷锁是

命运，冲破枷锁似乎就成了使命，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自由

就是“不受束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行动上。而从其最高层级

的意义上讲，自由就是人能够做自己的主人，自主行事，自我控

制。从古到今，形形色色的束缚不断地加之于人类，又被人类努力

地挣脱，之后新的枷锁又产生，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和奴役相抗

争的历史，也就是人的精神逐步走向自由、自由、更自由的历史。

自由成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质与存在价值，至少人类作为有理性的

存在者，能够以哲学的方式赋予自身这样的特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卢梭的自由观。自由是卢梭整个学术思想的

核心，在卢梭的精神世界里，自由是作为人的本质而存在的，也是

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内在原则而存在的。卢梭一生漂泊不定，敏感复

杂的性格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自由始终是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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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文中引文出现的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勒与该注释的 E·卡西尔为同一个人。由于

国内不同学着点不同译法使然，此处特予以说明。

②[德]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6 页。

内在主线。卢梭的自由思想几乎散见于他的全部著作中，这些作品

主要包括《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论人

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政治经济学》、《爱

弥儿》、《新爱洛伊斯》、《山中来信》，以及《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等。

自由是启蒙运动彰显的一个重要价值。在启蒙运动中，自由主

要是与封建专制和宗教控制相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

立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将人们从

不平等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二是发展精确的科学知识对抗使人

陷入蒙昧的宗教，将人们从具有欺骗性质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

基于此，启蒙运动成了近代人类精神的一个转折点，它倡导和确立

的政治观、道德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基本上确立了现

代社会的制度理想和精神世界的雏形。这是一个先“破”而后

“立”的时代。启蒙运动所“破”的，是神学与政治的结合而不可

避免地使其扮演的精神枷锁的角色，这使人们对原本在信仰中蕴含

的对神圣目的的追求，下降为一种对世俗欲望工具性的索求，而这

种索求的权利只属于少数穿着神圣外衣的特权阶级，他们不仅可以

主导自己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也可以主导别人的生活，乃至整个社

会，成为其他人的主人。启蒙运动所“立”的则是理性的权威，并

使之成为新的信仰形式，即“信仰理性”，这种对理性的信仰表现

为自由意志的重新“启用”，是人独立而自由地为自己思量的觉醒，

正如卡西尔①在评价启蒙运动时所说的：“一旦思想的力量在人的

身上觉醒，它就会不可抗拒地向前挺进，去反对现存的秩序，把它

召唤到思想的法庭上，向它的合法资格、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提出

挑战。社会，就像物理实在一样，也必须俯首听凭人的探究。”②这

意味着理性在近代的强势回归，人类带着理性的头脑重新走到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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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前台，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人，成为可以为自身的权利和命运积

极地思考和建构的人。就此而言，启蒙运动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容

器”，只要是与旧时代不相容、与人的自由天性不相容的一切都可

以包含在内：知识启蒙、理性启蒙、道德启蒙等。启蒙运动的精神

气质总是展现出对旧时代无比犀利的批判与对科学知识的崇尚，以

及对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热情高扬。启蒙运动的最终结

果是确立了“理性至上”的理念和人的主体地位，这是人们对启蒙

运动的一般评价。

但卢梭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中的一个“另类”而存在的，他的思

想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启蒙运动反向而行的进路，其本质是将启蒙

推向更加深入的境地。不过卢梭的这种“反”不是“反对”，而是

“反思”，卡西尔将卢梭的这种反思界定为对启蒙运动追求“确定

性”的企图的质疑。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艺复兴的一个

后果，就是解放了人们深受基督教禁锢了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使人

们畅快地呼吸久违的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打开了人们欲望的闸门，

它们所建立起来的新东西反过来却又对人形成新的奴役，使人丧失

了原有的淳朴与善良，也将人推向了理性狂妄的巅峰。人类刚刚从

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又被理性所表现出的巨大能量所树立起来

的权威挟持，使得人们更加不去在意“认识自己”这一古老的命

题。科学理性构建起来的文明世界的形式越是精细，对人的奴役越

是深重，人类距离自然的本性和自由的天性也就越远。在政治理念

上，建基于传统的自然法观念———“自然义务”为先的国家观，使

得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对于各自作为主人和被奴役者的角色，对于现

行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从不曾质疑。霍布斯开创了对这种合法性的

质疑，并将以传统自然法“自然义务”为先的古典政治哲学转化为

以“自然权利”为要的现代政治哲学，从而开启了政治哲学中崇尚

“个体权利”的时代。以霍布斯为创始的现代政治学认为，自亚里

士多德以来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和德性论的道德观，将人始终牢牢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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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制在一个设定的目的论的链条之中，使得人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

等级秩序里面，人的本质与价值体现为对完满目的的追求，人的生

存图景是固定的，人的生活目的是固定的，人生的价值也是固定

的，乃至于人生的方向也是固定的。传统的自然法始终强调的是人

的自然义务，其本质是人一直作为世俗权力和神圣宗教律令的被动

服从者而存在，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由启蒙运动带

来的现代自然观打破的，并将人从永恒的秩序中解放出来。但是，

启蒙运动在帮人类解除了一个枷锁的同时，却又给人类套上了另一

个枷锁，因为人们依然生活在专制制度的奴役之下。卢梭从政治哲

学的角度，将这一切归结于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他接过霍布斯的接

力棒，批判了“霍布斯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以人“生而自由”

的自然权利观和“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说为立论起点，寻求现代政

治社会的合法性，试图为人类梳理和建构出一条以平等为基础的自

由之路和以“人是主人”为特质的理想制度。和启蒙时代众多思想

家对自由的“呼号”不同，卢梭认为，人的自由是可以“建构”出

来的，即用“制度保障自由”，只是在自由的实现过程中，人类经

历了从“必要的束缚”到“自愿的服从”的转变。总体来说，卢梭

的自由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

自由”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的自由既是人类自由的不同形式，也

是由低到高的三个梯级，分别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和

境界。卢梭认为，自由的真正意义在于人对自我立法的遵守，即自

律的实现。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卢梭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来

一步步梳理出他的自由原理。

二、卢梭自由思想的内在理路

在“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三个层次中，

自然自由对应的是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这是前政治时期的自

然人对自由的无意识阶段，即人类拥有自由而不自知，自由于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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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仅仅是一个“事实”。“自然自由”是由于每个人生理上的差异，

即主要表现为体力上的大小和生存能力的强弱，而导致的他们享有

“自由活动”的范围和“生存范围”的差异。也就是说，人们不是

基于理性，而是基于自身生理上先天素质的差别，从而在占有生活

资料和获得生活来源方面表现出的生活“自由度”，这种自由表现

为人们没有义务和法律约束的“自由自在”，或者说是一种行动上

的“任意”。“自然自由”在卢梭自由理论中的重要功能在于，它

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人们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自由的现实生存状

态。“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对应的都是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

之后，作为公民而享有的自由。不过这里的社会状态，指的是建立

在平等的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社会状态，社会自由也不是依靠本能和

强力而实现，而是通过人们成为公民而合法享有的。公民各自的自

由成为彼此拥有同等自由的界限，体现为人对公意和法律的服从，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因而社会自由表现为“他律”，是一种

消极自由的表现。“道德自由”则指人们主动地服从自己为自己所

立之法，即表现为个体的自我克制———通过理性克制情欲，使个人

意志与公意相一致，实现“自律”，从而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而“道德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积极自由。卢梭的这三种自由形态

体现了人类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

形式和不同深度的自由。结合卢梭的学术著作及其思想的发展，我

们可以将其自由思想的内在理路概括如下。

首先，作为思考者的卢梭“发现问题”。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社会中苦苦寻找生活方向的卢梭心底的激情被深深地激发出来。

1749 年 10 月的一天，在他前往万森纳监狱探视狄德罗的途中休息

时，看到法国第戎科学院发布的一则题为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

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的有奖征文，他内心深受震动，有感而

发，写出了一篇辞藻华丽、引人入胜，也发人深省的同名论文。此

文使卢梭一夜成名，成为法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以这篇论文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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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卢梭开始踏足法国文坛，而此时，卢梭已年近 40 岁。在这篇

论文中，他以一个普通观察者的身份和批判者的姿态辛辣地指出，

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是身披枷锁而不自知，这种枷锁不是来自于自

然———包括人自身的有限性，恰恰相反，是来自于一切人类自己创

造的文明———科学、艺术、政治、法律等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制度

与观念。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用强力和欺骗的方式规定了人们的社会

地位，维护着现实的不平等，并以科学与艺术的繁荣来粉饰那些套

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不仅不以为自己深受奴

役，反而在精神上忘却了自己曾经拥有自由的事实，甚至沉溺于这

种奴役的生活，认为这其实就是美好的人生，卢梭因此将世人称之

为“幸福的奴隶”。卢梭认为，人要重新获得自由，就要首先重新

认识自己。

其次，是作为思想家的卢梭“分析问题”。契机始于 1753 年 11

月 《法兰西信使报》 刊登的第戎科学院另一则题为“人与人之间的

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这一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的有奖征

文，卢梭再一次为那个时代能够提出这样伟大的题目而振奋，他以

一种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向往的浪漫方式运思这篇论文———他将自

己置身于风光优美的森林之中，幻想自己回到了远古时代，以一个

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职责的心态，完成了这篇征文。在这篇论文中，

卢梭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人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了解自身之外的

事物甚多 （这一点卢梭认为要拜启蒙运动所赐），而唯独对自身了

解甚少，特别是对自身身处奴役之境的原因知之更少，甚至近乎无

知。因此，他主张应当“回溯”———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人类

历史中寻找不平等的原因。他指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两种状态、

四个阶段。两种状态即人们所熟知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四个阶

段，一是人类离群索居、四处流浪、与兽杂居、需要有限，只关心

自我保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和野兽一样野蛮，共同拥有广

袤的自然；他们的需要极其有限，只关心自我，几乎不会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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