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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意在搭建起“韦伯的美国观”，从历史发生学追溯美国社会起源及其

伦理构造，也将其与托克维尔互为观照。总体而论，美国经验恰恰是以典型的

社会构造现身于韦伯的文明比较框架的，并为延伸其现代文明洞察贡献了历史

与生活经验，二者互为参照。从文明起源看，美国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可

追溯至新英格兰时期以清教教派为中心的生活传统。新教教派以自发性结合为

原则，结合成员资质审查以及兄弟之爱等伦理机制，从而以强大的心理支配和

道德纪律培育起个人的伦理资质，最终渗入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中。

从政治理性化看，联邦制暗含美国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兴起，但又不能完

全脱离共和主义光环。因此，联邦党人仍在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原则框架之

内纳入联邦制，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与分立的制度设计为公民自由开辟了伦

理实践空间。特别是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州之间的主权分享，本质上是基于

共和理念的治理权力分配，故而形成了行政分权与政府集权的制衡关系格局。

此后，美国民主由托克维尔时代政体与伦理相称的格局逐步降格为韦伯时代的

“官僚化的民主”格局。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官僚化也在共同导向“制

度化经营”的生活图景。然而，领袖民主与政党官僚化之间的互为结合与相互

牵制则规避了社会生活过度官僚化而走向总体化。此外，早期美国通过民主与

自由原则的携手制衡而建立起平等的民情，从而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

了社会条件。因此，正是美国文化制度的原初格局与内在张力才折射出其生活

之道的价值理性。更深层说，其文明深处的伦理张力根源于新教个人主义与共

和主义传统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在方法上，韦伯的文明发生学诉诸的是现代社

会形态起源与变迁的历史主义路径，这为处理不同文明社会及其伦理构造提供

了实践方式。总之，美国文明的内核是建立在清教教派基础上的团体生活气质，

并依照基于共和理念的民情架构纳入现代性制度要素而奠立“民主的民情”。

关键词：韦伯；美国观；新教教派；联邦制；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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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Max Weber’s view on America”, and trace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social relations and its ethical foundation from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tries to locate Weber through Tocqueville’s view on America. In

conclusion, Weber provided a historical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racing the origin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he latter contributed to the typical history and life

experience to extend Weber’s insight into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origin, the group-centered social pattern of Americ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ect-centered life pattern in the New England period. 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adherence, the puritan sects combined with ethical

mechanisms such as the examination of member admission and brother love, and the

sect cultivated individual ethical identity by the psychological domination and strict

moral discipline, thus eventually permeating American social life and m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ationalization, federalism embodies the rise of American

politics as an independent value field, but it cannot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Therefore, the Federalists still considered the free lifestyle as

the supreme principle to absorb federalism and opened up ethical practice space for

civil liberty through the institution design of restriction, balance, and separation of

power. Especially,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sharing between the federat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is essenti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ance

power based on the republican idea, thus formed the bal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Since then, American

democracy has gradually degraded from the consistency of ethics and polity in the

Tocqueville era to the “bureaucratization democracy” in the Weber era. Even in

America, capitalism and social bureaucratization also lead to the life vis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order”. However, the mutual combination and restraint between

leadership democracy and party bureaucratization avoid the ex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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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z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moves towards totalization. In addition, the early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equal mores by harmonizing democracy and liberty, thus

prepar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refore, the original

pattern and inner tension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way of life. More profoundly, the tension deep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is rooted in the adaption of ideas between Protestant individual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republicanism. In terms of method, as Weber’s birth of civilization

follows a historicism approach into the origin and changes of modern social

formation, it provides a way to probe into different civilization societies and their

ethical formation. In short, the cor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is the group life ethos

based on Puritan sects and incorporates modernity elements into mores structures

based on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s to establish the “mores as democracy”.

Keywords：Max Weber; view on America; protestant sect; federalism;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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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缘起及意义

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韦伯明确提出了他毕生关心的根本问

题：“身为近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Universalgeschichtliche

Probleme）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

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

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韦伯，2007：1）不难看出，韦伯的

普遍历史问题暗含两个层次，即作为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历史个体”（Historisches

Individuum）与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意义”（李荣山，2017）。这一些仅仅

在西方出现但同时具有普遍历史效力的文化现象乃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

（Rationalisierung）。那么，西方的科学、艺术、建筑、音乐、法律、国家等诸

文化领域只有具备所谓理性化气质，才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这一点尤其

体现在“理性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生活中最致命的力量上。韦伯认为，尽管资

本主义见诸于诸多历史文明，但只在西方才出现了“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之市

民的经营资本主义”（韦伯，2007：10），它由此构成文化的普遍历史研究关

注的核心问题。换言之，既然近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我们时代命运的决定性力量，

已是西方文明普遍流行的经验事实，因而资本主义的起源就该成为文化史研究

的核心议题。此后，韦伯一方面将其理论逻辑延伸至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伦理，

另一方面以东西方文明作为具体历史经验，而以文明比较的方式确立起资本主

义的起源性解释。因为资本主义发生学是否有效，还在于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客

观性确证。

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类型为基本参照系，韦伯展开了广泛的文明比较。在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进路中，韦伯一方面基于欧洲经验搭建起具有普

遍历史意义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则以“家”作为切入点把握作为文明的历史

个体之实质性格（肖瑛，2020）。如果就此而言，美国经验似乎只是欧洲经验

的展开，只是欧洲文明的副产品。不过，身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谨慎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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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内部差异，并将眼光扩及大西洋对面的美国，乃至俄国，甚而上溯

至罗马帝国。总之，只有将欧美文明乃至远东文明一同被置于近代资本主义这

一社会类型的普遍框架下而抛弃各民族文化外衣的包裹，1普遍文明比较才真正

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可比较性。换言之，每个文明都为理解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类型提供了一种历史参照。在欧美文明之间，韦伯一再指出，美国社会不是浪

漫主义所乐意烘托的一盘原子式散沙，真正的美国社会绝不是这样，原子化通

常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却可能是官僚理性主义的产物（转自 Scaff，2010：134），

这可视作韦伯在欧洲文明内部比较的中心论题。如此看来，美国社会的参照意

义，不仅在于其继承了欧洲文化传统，更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社会类型”（韦

伯，2010e：26），因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具有同欧洲比较而言的实质差异。

因为一种关于理性资本主义的学说如果离开了美国经验必将缺乏解释力。

在韦伯成熟期的作品中，美国既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典型代表，也以最资

本主义的形象出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想类型是富兰克林，彻底的政教分离同

样见之于美国。支配社会学中，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竞争，因此官

僚制支配不可避免，但美国政党官僚化与领袖民主的结合展现了异于欧洲的官

僚化图景。韦伯（2010：1026-1028）在法律社会学篇指出，大陆法与普通法的

法律思维方式存在本质差异，而美国的司法行政至今保留着一系列针对法律形

式主义的安全阀机制，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

经验主义的艺术，如此等等。因此，韦伯视野中确实存在一个经验意义上较为

纯粹的“美国肖像”，加上韦伯有过一次美国之旅（1904），使得这幅美国肖

像就更加立体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受邀访美的同行学者之一，桑巴特不久

后发表了《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1906）。此后，此书一直被看做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争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围绕它引起

了欧美学界关于“美国例外论”的激烈争论。由此看来，不仅“欧洲文明之子”

的韦伯对美国颇为欣赏，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桑巴特对

美国也深有好感。

1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导言中指出，文化史研究不该把本应讨论的事实，如民族文化或国民性，
作为研究的既定前提。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虽不免价值关联，但却必须在出发点上剥离民族性及国民性
等抽象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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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学界文明比较视野的回归，发生学意义上的美国应该被寄予更多

理论上的关注。我们不仅应厘清韦伯眼中的美国社会类型，虽不求面面俱到，

但至少应该勾勒出其轮廓，还应探究美国文明在何种意义上延伸了韦伯的现代

性视野。进言之，作为欧洲文明比较的集大成者，同时具有较强亲英倾向的韦

伯对美国具有何种整全的想象性建构呢？另一方面，从韦伯视角反观美国社会，

则既拓展法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观察，也反观其时代洞察的局限，进而找

到融通二人文明比较的经验。同样，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就关乎我们如何认识最

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实质，也是参照理解我们的现代性困境。鉴于此，

本文旨在搭建起“韦伯的美国观”2，首先全面呈现韦伯文明比较所牵涉的美国

经验，并通过其理论视角加以整合；其次将其与托克维尔的美国观相互印证，

互为补充，努力达致理论与经验的互相超越。

（二）研究回顾

如果说 1920年韦伯的离世标志着经典社会学时代的终结（李猛，1996），

那么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率先发起了对韦伯理论乃至整个古典社会学理论遗

产的继承与综合。古典欧洲社会理论开始被整合进帕森斯庞大而抽象的“社会

行动理论”（帕森斯，2008），以此回应所谓的“霍布斯秩序问题”，尤其是

现代社会的系统整合危机。他认为，美国的价值观之内核全在于禁欲新教教派

的普遍主义和积极的行动主义的结合，它使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联合性特征，

因而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真正基础（李猛，1999；李猛，2012）。

不过，帕森斯解决现代社会整合的方式却大不同于古典社会学家。一方面，帕

森斯的努力隐含着以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来综合“欧洲精神”的意图，

旨在以“美国式”方式来促成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赵立玮，2015）；另

一方面，帕森斯尝试通过基于美国经验形态的“社会共同体”（Parsons，2007）

建构来为现代社会的“霍布斯秩序问题”给出美国式答案（李猛，2012；李荣

2 在此之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代表了欧洲人的一贯立场，即把美州视作“明日的国土”；古典政治
经济学时期，斯密的《国富论》则将美洲殖民地经验作为支撑其理论的“实验室”（迈克尔·佩罗曼语）。
马克思直接将美国视为最发达的资本社会，韦伯的同时代人滕尼斯将其看作“最现代的社会型国家”。故
此，韦伯的美国观虽难免带有欧洲人的先见之明，也可谓是承前启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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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2015）。

帕森斯以后，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韦伯思想肖像”（Bendix，

1977）表现出被“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的征兆（李猛，

2001）。因而，此后任何重构韦伯思想肖像的努力都难免带有“去美国化”的

色彩，即一方面追求建立起某种统一性的韦伯学说；另一方面试图还原韦伯思

想的张力，注重其理论深处的历史与经验。前者以腾布鲁克—施路赫特的著述

史考察（Tenbruck，1975；Schluchter，1981）以及亨尼斯—洛维特的解释传统

（Hennis，1980；Loewith，1982）为主；后者则以玛丽安妮开启的传记思想史

研究（Marianne，1926）为主流。可以说，对韦伯理论遗产的继承经历了一个

“解构美国化韦伯，重构韦伯思想”的过程。客观地说，无论是帕森斯的理论

建构及其此后与美国实证社会学的合流、还是欧洲学界去美国化的努力，反而

昭示了美国经验的某种独特性。

本文对“韦伯眼中的美国”感兴趣，并试图通过韦伯视角加以整合。正是

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下，我们可以在西方学者对韦伯的著作史、生活史、学术史

研究中间接窥视到韦伯与美国经验之间的现实关联，但却难以看到韦伯笔下整

体性的“美国肖像”。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领袖民主

制、新教伦理）展开，韦伯眼中的美国经验同样没有被整合起来。现将主要观

点作如下梳理。

韦伯夫人玛丽安妮的《韦伯传》（2002）一直是韦伯个人生活史与著作史

考察的重要来源，从中我们可见到韦伯旅美期间的深入洞察以及美国之行在其

生命历程中的位置。美国之行被玛丽安妮视为韦伯著述“新阶段”与“拓展”

之间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美国之行既是韦伯前一阶段以旅行疗养身心状态的

某种延续，又是其学术思想拓展的新起点。凯斯勒（Kasler，1988）的著作史考

察进一步表明，韦伯在新大陆体验到的美国社会模式，尤其是新教教派、美国

政治和官僚化等经验题材，直接构成韦伯此后的研究论域（转自何蓉，2016）。

一些研究看到韦伯与跨越大西洋的美国之间的家族与知识联系，以此揭示

韦伯美国之行的心理动机。罗斯（Guenther Roth）（2005）指出，韦伯之所以

对美国感兴趣，因为德美之间的家族联系，以及家族生活经历形塑的亲英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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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所致（Roth，1997，2002，2005；罗斯，2001）。拉德考（2013）（Radkau）

认为美国之行是韦伯最大的冒险，此行不在于确证之前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的研究，毋宁是体验生机勃勃的新世界，接受新事物的刺激。

斯卡夫（Scaff）的《韦伯在美国》（2010）对韦伯与美国进行了系统研究，

这对于我们呈现韦伯夫妇在美的具体旅迹十分重要。通过利用日记、书信以及

其他的档案材料，斯卡夫在玛丽安妮的基础上完整还原了韦伯美国之旅的故事

线，着重描绘了一个作为思想者的韦伯在美国的知识发现之旅，这是其研究的

侧重点。不仅如此，斯卡夫细致讨论了鲜活的美国经验对韦伯学术的后续影响。

一方面，美国经验成为韦伯此后研究的出发点、比较的背景、例证的来源、观

察和反思的材料；另一方面，只有在美国，韦伯才能触及到其他社会还未经历

的文明实践张力，因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类型”（a novel type of

social formation）（韦伯，2010e：26）。

当然，克劳斯·奥菲（Claus·Offe）（2005）则从历史比较角度定位了韦

伯的美国之旅，并将其同另外两位欧洲旅美学者（托克维尔与阿多诺）进行了

系统比较，只不过其比较显得很类型学，忽略了韦伯文明比较的价值立场之复

杂性与客观性。奥菲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即“自由的不确

定性”，韦伯将其表达为“铁的牢笼”。奥菲的类型学解释表明，韦伯是站在

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后来者的立场看待美国社会的，并特别欣赏美国充满活力的

教派组织为个人自由保存了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博格（Kalberg）应用“宗

教观念的动态自主性”（Kalberg，2001a，2001b）这一韦伯式认知论，深入检

讨了美国社会群体的构成，尤其是美国人的世界观构成，以及美国政治文化的

禁欲新教根基及其当代表现（Kalberg，1991，1996，1997，2000，2003，2009，

2012；卡尔博格，2020）。

此外，少量研究仅提及了韦伯的美国之行，可作为补充研究材料之用。沃

夫冈·蒙森（2000）的一篇小文章概述了韦伯的美国之行及其学术影响。汉斯·罗

尔曼在《“相会圣路易”：特勒尔奇与韦伯的美国之行》（2001）一文详察了

在圣路易斯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世界艺术与科学大会”的来龙去脉，并还原了

当年特勒尔奇与韦伯在美见闻。林格的《韦伯学术思想评传》（2011）仅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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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韦伯在美国的大致行迹。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亨利塔的《新教伦理与美

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现实》（2001）一文则细致展现了新教伦理是如何与北美

洲朴素的资本主义现实融合的。资本主义在英属美洲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渐

进过程”，用了近乎一个世纪才把清教徒与贵格会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植

入具体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实践之中（莱曼等，2001：373-374）。

相对来说，中国学者关于“韦伯与美国”的研究更显单薄，主要就某一具

体论题来拓展韦伯的问题意识。黄仁宇先生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2010）

是难得的系统性比较著作，他立足于 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批评并拓展了韦

伯的论题。他认为其“资本主义精神”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共通伦理方

面在理，但命题对于解释 21世纪的资本主义至少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黄

仁宇拓展出资本主义之“技术性格”的说法，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

种运动，并从大历史角度检视了美国资本主义生长的历史条件。

学者将“韦伯与美国”关联起来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付娟（2009）最早提

及了韦伯视域中的美国，认为韦伯亲历美国的经验影响了其资本主义精神命题，

韦伯给予了美国政治制度以较大关注，也不断考量美国在国际政治的地位。何

蓉（2016）则从侨易学的角度细致揭示了韦伯 1904年美国之行对韦伯个人思想、

社会学学科史，乃至德美间学术交流的影响。

学者对韦伯的“领袖民主制”与“新教伦理”给予了一定关注，但并未提

及跟美国的关联。冯钢（1998）很早关注到了韦伯的科层制与领袖民主制之关

系。他认为，韦伯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表明：韦伯以领袖民主来对抗科层统治的

理论设计，反映的并非只是韦伯的政治立场，还有他对现代人命运的深切关怀，

即为科层化和理性化进程中的人类社会未来探寻出路。与之呼应，赖骏楠（2016）

从领袖民主的德国背景出发，认为韦伯的“领袖民主制”被设计来解决技术型

官僚难以承担“权力政治”使命的问题。王晓德（2003）看到，新教伦理在英

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促进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商业精神的形成，而该精神更好地适

应了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

综上，上述梳理尽管相当不完备，但结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

究主要是在生活史、著述史、学术史层面，以及具体议题中建立起韦伯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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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研究服务于构建韦伯学说的某种统一性，研究旨趣是

以“美国注韦伯”。我们自然很难从中窥视到韦伯笔下整体性的美国形象，而

难以理解美国之于韦伯的意义到底何在，美国文明自身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又何

在？但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必要将视野落在美国文明自身，单一美国文明

经验何以能够注解韦伯庞大的文明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些研

究在沟通韦伯与美国之联系的同时，本身难以回避韦伯对美国这一社会类型的

认知，因为美国经验恰恰是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构造而现身于韦伯的文明比较

的，很大程度上切合了韦伯的“恰当的具体因果解释”逻辑（李荣山，2016）。

因此，这意味着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从“美国注韦伯”转至“韦伯注美国”。

此外，以上研究提醒我们，韦伯的历史路径为认识美国社会类型提供了一种可

能，而其历史路径不是简单植入或者填充经验，历史、经验与生活内在于其理

论逻辑。为此，我们还有必要揭开韦伯视野中的“美国肖像”。

（三）韦伯夫妇在美国：1904年 8月——11月

韦伯对美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其先辈们早已旅居过美国。韦伯举家迁至夏

洛藤堡后，以父亲为核心的家族圈充满浓厚的学术氛围，还附带一种政治旨趣。

家中常客卡普（Heinrich Kapp）曾在韦伯 11岁时，带给他一本《富兰克林自传》，

这强烈刺激了韦伯的美国兴趣。此后，韦伯家族与美国的联系主要通过父亲圈

子内的知识分子，还有报道、书信，以及涉及外祖父法伦斯坦后代3的讨论而间

接形成（Scaff，2010：12；Roth，2005），这影响到了年轻的韦伯与后来的玛

丽安妮。

韦伯同玛丽安妮结婚以来，直到一战爆发的二十余年里，旅行长期是他学

术活动的精神补充，而妻子玛丽安是他最主要的旅伴。期间，韦伯基本游遍了

德国周边以及中西欧地区。卧病期间，韦伯多次逃离德国，出游荷兰、瑞士、

比利时等周边地区，甚而一度生活在南方的疗养院。他曾多次前去南方，特别

是南意大利地区，三访罗马，到过西西里、西班牙、科西嘉岛等地。直到 1902

3 G·F·法伦斯坦的第一任妻子贝蒂去世留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为躲避父亲的家庭暴力，其中三个
儿子移民美国，另一个不知所踪，参阅玛丽安妮《韦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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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复活节，韦伯才离开罗马回到海德堡，这是他离职两年、患病的第四年。

旅美前夕的 1903年，韦伯至少独自外出旅行了六次（玛丽安妮，2002：306）。

回到海德堡之后，韦伯部分恢复学术活动，并与一大批学者和社会改革家

重新取得联系。期间，他开始转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第一

部分发表于秋季号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可见，旅美前夕的韦伯暂

时卸下了精神上的压力，基本恢复了学术活动，并重新拾起了多个领域的研究

兴趣。在此种状态下，一场以学术为目的的美国之行恰逢其时。

韦伯的美国之行，是受胡戈·明斯特伯格4的邀请，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

会举办的“艺术与科学大会”。此时，美国正值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各

种“进步主义”5势力如火如荼。胡戈关心的是建立美德之间的知识性联系。因

此，他向德国所有领域的学者发出了邀请，包括韦伯以及弗莱堡的好友特勒尔

奇、亨泽尔、桑巴特，以及滕尼斯等人。这一次特勒尔奇、玛丽安妮是他主要

的同伴。他们于 1904年 8月 17日离开海德堡，搭乘不莱梅号离德，行程超过

三个月。他们在美驻留至 1904年 11月 18日，并于 11月 27日抵达法国瑟堡港

口，最后乘火车回到海德堡。韦伯一行虽未遍至美国，但也饱览进步主义时期

美国社会的诸多人文风貌。

九月初的清晨，韦伯夫妇进入纽约港，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象征美国文明的

自由女神像。尽管同行学者因顿感美国的陌生冷漠而牢骚不断，但只有韦伯“拒

绝立刻对尚不熟悉的新事物评头论足”（玛丽安妮，2002：322；韦伯，2010e：

23）。在纽约，他们获得的最强烈印象是，纽约城充满不同外来民族的挤压，

摩天大楼、城市街道的噪音、中央公园安静的绿洲，以及格林伍德公墓和华尔

街股票交易所等紧张场面（Scaff，2010：27）。玛丽安妮（2002：323）写道，

这个拥挤着 500万人口的城市，巨大壮观、粗鄙野蛮，在庞大人群之中任何个

人主义激情都显得奢侈。在韦伯看来，摩天大楼呈现的景象超越美丑，它正是

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的最恰当象征，是资本主义的“城堡”（玛丽安妮，2002：

324）。

4 胡戈·明斯特伯格是弗莱堡大学的心理学与哲学家，也是韦伯弗莱堡时期朋友圈子中的一员，1892-1985、
1987-去世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5 所谓进步主义时代，是近代资本主义西进扩张、各种社会矛盾最凸显的时期，也是各种进步主义势力努
力争取社会改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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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韦伯夫妇专门访问了德裔赫尔维教授一家，对美国日常生活有了更

多了解。韦伯对美国人生活的观感大致是：很小的公寓、狭小的办公室、高昂

的租金、繁忙的通勤等，几个世纪来变化很小；而赫尔维夫妇依然热衷德国习

俗（Scaff，2010：28-29；玛丽安妮，2002：324-325）。接着，他们沿着哈德

逊河两岸向西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此行特勒尔奇与亨泽尔加入了进来。这里，

自然世界的奇观唤起了大家对新世界的全新感受，到处都能感受到世界之大，

人工的产物只是大自然的延伸。

当然，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即北托纳万达的德国移民社区，在此，

他们见到一个与大都市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市镇。韦伯指出，每座房子是造价在

1000—3000美元、内部空间狭小的两层小木屋，牧师的住处紧挨着教堂（Scaff，

2010：32；玛丽安妮，2002：326）。他们目睹了美国知识分子家庭那种谦逊而

沉重的日常生活，最令韦伯惊讶的是，移民社区教派与日常生活自然亲和的状

态，而教派是移民融入并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道德凭借（韦伯，2010e：26）。

他们的下一站是芝加哥，芝城比纽约典型地彰显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张力。

作为一个移民与资本疯狂涌入的城市，芝加哥触目惊心之处比比皆是：财富与

安逸，贫穷与肮脏，文明与犯罪等交织在一起。直观可见阶层分化的住房、疯

狂的外来民族融合与怪异的文化繁荣。当地充斥着罢工、暴力、性交易、电车

公司事故等社会问题。到处都能见到美国社会极为紧张的劳动场面，韦伯还亲

眼目睹屠宰场的血腥与效率。最触目惊心的是电车公司破产危机致使电车常年

失修（玛丽安妮，2002：327-329；Scaff，2010：41-42）。韦伯夫妇感叹到：

看，这就是现代最现实的样子！玛丽安妮直接称芝加哥为吞噬一切个体的“怪

兽”。

此外，韦伯夫妇明显感受到了芝城所透露的美国社会独特的精神面向，即

生活中力求爱、善、正义等灵性追求，它们充分体现在美国社会的宗教共同体

中。第一处是简·亚当斯创办的“社会改革团体”。玛丽安妮6应邀参加了一个

妇女工会联盟会议（WTUL），并做了临时发言。在这儿，她了解到美国女性

的就业、职业机会、工作条件与工资，以及工会组织等问题（Scaff，2010：43-44）。

6 关于玛丽安妮及其圈子，参阅罗斯为韦伯夫人撰写的导读小传，被收入《韦伯传》中文版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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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体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无产者提供一切他们无力自给的东西，是个提供美、

快乐、精神升华、体育锻炼和社会服务的共同体（玛丽安妮，2002：329）。第

二处是浸礼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为来自各个社会

阶层的青年提供教育、体育、社交等不同形式的社会生活。韦伯立刻发现，“基

督教精神的组织力量所留下的确凿痕迹”以及“清教传统”仍然清晰可辨（玛

丽安妮，2002：330）。在社会生活世俗化的表象外，宗教伦理依然深深嵌入美

国社会的民情之中。

由此南下，韦伯夫妇前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参加将于 9月 19日召开的

“艺术与科学”大会。才到圣路易斯，韦伯夫妇受到德裔学者奥古斯特（August）

与盖纳（Gehner）一家的热情接待。盖纳是德国移民，已是靠自我奋斗起家

（self-made man）的富人，但绝不是暴发户。他们一家为韦伯夫妇留下了深刻

印象，而玛丽安妮对盖纳家的男女平等关系特别惊讶。玛丽安妮有幸参加了圣

路易斯妇女俱乐部的晚宴，会上受到玛莎·凯里·托马斯7邀请访问费城的布林·

莫尔女子学院，这是一次与美国妇女就教育和妇女问题交流的难得机会。21日

下午，韦伯发表了题为“过去和现在的德国农业状况”8的演讲，这是韦伯六年

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演讲对欧美之间的农业社会结构做了细致的比较，我们

后文详论。此后，韦伯夫妇参观了博览会中的“德国馆”，为德国馆释放的工

业创造力所深深震撼。

演讲之后，韦伯夫妇就此南下。韦伯本应参加罗斯福总统白宫的欢迎晚宴，

但依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9踏上前往南方俄克拉荷马州的旅行。南下的路途中，

韦伯最深刻的感受是古老印第安浪漫精神正在融入最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这

里呈现着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最直接的冲撞（Scaff，2010：63；玛丽安妮，2002：

333-337）。比如，沿途偶尔见到古老的印第安人村落，完全现代化的木结构房

子，造价在 500美元左右；还有铁路建设、土地买卖、石油开采等现代化因素

7 早在同年 6月，玛丽安妮在柏林的国际妇女大会上结识了玛莎·凯里·托马斯。
8 斯卡夫（Scaff，2010：54-60）考察了韦伯确立圣路易演讲主题的动机及同其早期研究的关联。韦伯的演
讲题目中译为“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收入甘阳等编《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2018。
9 斯卡夫（Scaff，2010：73-78）对韦伯前往南方的心理动机有详尽的讨论。韦伯在圣路易斯的演讲之后，
才萌生了去南方看看的念头。这与韦伯当时参与并结识的美国学术圈子有关系，尤其跟学者杜波依斯有密
切关系，也跟韦伯一贯的劳工研究以及农业社会的问题意识在圣路易斯演讲中被重新激活有关，亦参见韦
伯，2010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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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森林疯狂推进。在马斯科吉小镇上，至少有四五个分属各教派的教堂、

还有电话电报电缆设施、电气铁路，也坐落着不同教派的学校及“公立学校”。

此外，土地保有者、土地投机者、房地产商、金融利益以及联邦政府代理人等

多股政治经济势力在此竞争角逐（Scaff，2010：87-89）。韦伯依稀觉得这是个

更“文明”的地方，地方官员与律师有一种极为随意的气氛，但决不会忘记相

互尊重。但是，南方如孩童般的民风以及阻碍资本主义文化的一切事物都在被

粉碎。出于韦伯的直觉，他特意去了加拿大人河畔吉布森堡的一个无党派俱乐

部。

韦伯的南方之行止于新奥尔良，迫于严酷的闷热，韦伯夫妇只短暂停留两

天半。他们的下一站是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小城。他们要去看看布克·华盛

顿为黑人建立的塔斯基吉工业师范学校。在此，韦伯直观感受到了美国社会内

部的真正分裂——即“难以补救”的黑人与种族关系问题。不管是在最悲惨的

种植园工人，还是在各混血种族，甚至在有教养的上层，黑人简直被白人共同

体打上了一层贱民的文化烙印（玛丽安妮，2002：338）。此外，韦伯同南方很

多党派与白人阶层进行了诸多交流，10这些人对种族隔离似乎已经绝望。

此后北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芒特埃里小城，韦伯夫妇看望了母亲期待好

久的法伦斯坦后代。他们过着简朴生活，没有文化，事实上没有继承美国精神。

混得最好的儿子吉姆总算成为了一个体面人，跟一个爱尔兰人合作经营律师业

务；另外两个儿子（杰斐逊与詹姆斯）只是在蓝岭山脉边开垦了几个小山丘，

过着朴素的务农生活。詹姆斯的陪同下，韦伯参加了浸礼会的洗礼仪式，在此

为后来的教派研究寻觅到了经验素材。告别表兄弟后，韦伯夫妇观光了两次内

战的起源地，即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和华盛顿特区。

之后，他们返回东部文化中心，匆忙地参观了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

波士顿及其周边地区。在华盛顿，他们游玩了美国国民领袖的诞生地——弗农

山，有幸参与了两次活动，这跟之前的兴趣有关。一次得幸会见美国劳工联合

会主席——塞缪尔·贡珀斯。下个礼拜日，韦伯参加在第十九街浸礼会教堂举

10 韦伯日记的确记录了他与欧文斯、道格拉斯等人的谈话，而在玛丽安妮的传记中，这些片段或多或少被
舍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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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黑人浸礼会的基督教仪式，深刻目睹了黑人宗教生活的仪式（玛丽安妮，

2002：344-345）。

黑人浸礼会之后，韦伯夫妇的行程进入倒计时。周一到达费城（宾州），

熟悉的摩天大楼再次映入眼帘，建筑还传达着某种朴素的“贵格会精神”。第

二天，韦伯乘火车去了巴尔的摩，受雅各布·霍兰德的邀请，参观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及其经济学系，还有神学院。韦伯对其教学方法感兴趣，还旁听了一

次研讨课。此后，夫妇分别参观由贵格会建立的两所学院。韦伯在哈弗福德学

院度过一天，目睹了美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利用这一机会查阅了哈弗福德图

书馆。玛丽安妮则拜访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并与玛莎·托马斯共进午餐。第二

天上午，韦伯夫妇参加了在贵格会会议大厅举行的“第五天仪式”（The Fifth Day

Service）。玛丽安妮认为这个仪式尽管朴素简单，但排除任何感官与审美，给

人印象深刻。在优美的波士顿，他们见识到了竞争性美国生活的一些多样性。

波士顿的各大报纸只用半个版面报道远东的战争，三个版面报道总统选举，报

道赛事的版面却多达八个（玛丽安妮，2002：345）。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日常

生活中粗犷的冒险精神似乎已被稳定而古老的英国传统所驯服了。

从波士顿乘火车返回纽约，沿途经过普罗维登斯和纽黑文。韦伯曾在费城

写信给明斯特伯格，打算在布朗大学和耶鲁大学停下来，寻觅同清教诸教派研

究有关的图书馆。带着明斯特伯格的推荐信，韦伯只短暂访问了布朗大学。在

此，他感受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良心自由家园”以及彻底的政教分离（Scaff，

2010：161）。

最后，韦伯夫妇在纽约驻留了两个星期，行程更为密集，此前二人观察的

焦点再次汇聚到纽约这座大都市。他们不仅有机会观察美国日常政治，还参与

广泛的社交和文化活动，以便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第二天是礼拜日，韦

伯访问了纽约市中心的“基督教科学派第一教堂”（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他在日记中详细回忆了这里的基督教仪式过程：有 800-1000人出

席，其行为虔诚，该新宗教运动也在其他大城市传播蔓延（Scaff，2010：165-166）。

下个礼拜日，韦伯出席了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伦理文化协会”的仪式。最后一

周，韦伯夫妇主要在犹太人区与进步的改革圈子中活动。在哥伦比亚大学，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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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会见了埃德温·塞利格曼，并出席讲座，还在图书馆查找资料以使对这一切

的印象更加饱满。随后，他们的行程增加了三个移民定居点，即大学居民点

（University Settlement）、亨利街居民点（Henry Street Settlement）以及教育联

盟（Educational Alliance）。在此，他们再次感受到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气

质”，美国人过着一种志愿结社生活，一种自治的民主生活（Scaff，2010：

169-172）。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团为个人的主动性、个人自由提供了伸展的空

间。在大学定居点，韦伯结识一位社会工作者佛洛伦斯·凯莉，经她韦伯了解

到这个新世界的社会改革以及工会体制。在犹太人社区，韦伯感受到来自东欧

的犹太移民的美国化过程。犹太社区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孩子们以及各个俱

乐部绝对“自治”；他们既侍奉祖先的上帝，又经营自己的事业；犹太青年在

挣脱权威束缚的同时，借助自治社区培养起赢得社会信任的“绅士”品质，由

此才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玛丽安妮，2002：347-348；Roth，2002）。韦伯夫

妇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度过，陪同一位特殊的犹太朋友——布劳斯坦博士观看

了《真实的权力》，以此为美国之行画上了句号。

1904年 11月 18日，韦伯夫妇正式踏上归国之旅。作为旅美的总体印象，

韦伯认为美国是“了不起的人民（people）”，只有难以补救的黑人问题和大

量涌入的移民才是盘旋在他们头顶的阴影，但是这里向善的力量依然强大。更

重要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可谓得天独厚，确是有理由深自庆幸的。回顾历

史，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谓绝无仅有。”（甘

阳等，2018：155-156）玛丽安妮感到庆幸的是，韦伯似乎正在恢复健康，并在

缓慢地积蓄着内在的力量。韦伯则相对谨慎，认为美国旅行只在扩大学术视野

与恢复健康上是有利于现状的，其成果假以时日才能看到。

（四）小结

综上，作为一种文献资料的梳理，此番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我们还

是可以看到，对韦伯而言，美国之行在当时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并未来得及深

入和展开，此后的影响则更为绵长和深远，且以著作的形式深入到社会学学科

当中（何蓉，2016）。后来，在民族社会党筹办的“美国之夜”活动上，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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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回忆了美国妇女问题，特勒尔奇则勾勒了对美国的总体印象，特别提到在

纽约与芝加哥的见闻。韦伯则热情洋溢讲了一个小时，他积存的美国印象在会

上喷涌而出，涉及美国民主生活、黑人政策、选举政治、美国人对权威的反感、

不同的教派、国会等政治生活主题（Scaff，2010：183；韦伯，2010e：26）。

不难想象，韦伯的美国印象在美国之夜上得到了完整梳理与呈现，而在其后来

的著述中则更为巩固。《新教伦理》与《新教教派》不仅有美国教派的生活与

历史资料（韦伯，2007：175、177、193-221），而韦伯在美国旅行中所寻觅到

的朴素宗教生活则为探讨教派的运作机制及社会效果提供了最鲜活的经验参照

（Johnson，1971；Scaff，1998）。在支配社会学、学术与政治篇、政治著述集

中，还可以见到韦伯对美国社会官僚化、大学体制、领袖民主制以及总统制等

美国政治生活的系统总结。在《经济与社会》这本未完成的大部头著述中，美

国经验也被以抽象的方式融入在阶级与地位（class and status）、教派与教会、

身份制与种姓制等理想型概念中。

不止于此，韦伯还在对美国的批判中对美利坚文明寄予厚望。在圣路易斯

的演讲中，韦伯预感到了美国的“欧洲化”趋势：即官僚化、常备军、高度资

本主义化而来的社会新贵等问题，不久即会降临美国社会（韦伯，2018：125、

136-137、154-155，2009：100）。他后来将美国与俄国并提，认为世界历史中

的这两大文明都间接影响着整个欧洲文明的走向（韦伯，2009：56、59-61）。

一战期间，韦伯还持续关注美国政府决策的走向，因为他深谙这个文明的内在

扩张动力（玛丽安妮，2002：632-633、640-652）。韦伯还断定，即使在美国，

受到一战的影响，美国的专业官员系统也将加速扩张，尤其是在大学与军事领

域，从而踏上大国民主难以避免的“欧洲化”情势，即“官僚化的民主”（韦

伯，2009：221-223）。即使去世前，韦伯还尖锐批评并指责威尔逊总统短视、

教条主义的政治行为；因为从长远看，韦伯仍然赋予美国一个重要的角色：为

自由民主铺平道路，最重要的是防止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重生（Mommsen，2000）。

当然，玛丽安妮的总结也很精彩，在她后来的文章中，玛丽安妮反复提及美国

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理想，体现了“对自由的信仰、人格的自决和每个人的平等

权利”，但也应该看到种族偏见与少数族裔仍然是美国民主之惧（转自 Sc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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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84）。由此，这些零散的、充满张力的方方面面，正是本文试图通过韦

伯视角来加以整合，我们期待此种经验与理论的对话能够互相推动，这正是韦

伯方法论的内在立场。

总体而言，美国之行中最令韦伯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精神

在脱离基督教生活的同时，宗教依然深嵌于美国民情之中，而宗教生活中各种

世俗化仪式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美国正与最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并肩前行，注

定会彰显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经验：一是任何地方的传统浪漫主义精神都没有

像美国一样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融为一体；二是最资本主义的文化必定触及

社会官僚化问题。不过，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美国社会及其伦理构造，因为这

些外在困境恰好是文明的内在伦理张力的回应。同时，正是美国文明实践的张

力处，才彰显其文明深处之独特性，才成其为“美国文明”。从方法上看，韦

伯的文明发生学诉诸的是现代社会形态起源及变迁的历史主义路径，这为处理

不同文明社会及其伦理构造提供了一种实践方式。依循这样的路径，韦伯在诸

多范畴（比如宗教社会学、支配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聚焦现代社会形态的

漫长起源及其历史条件，并穿插大量的典型历史经验，美国经验便是典型之一。

尽管韦伯只是给出了残缺的理论线索，但其所隐含的问题意识便是我们继续前

进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沿着韦伯视域所提供的问题意识与进路，全面勾勒出韦伯文

明比较中的美国经验，并将其置于韦伯的基本范畴加以观照阐发。由此，我们

先从韦伯的（1）宗教社会学出发，勾勒出统一性的新教伦理的实质内涵，着重

阐发新教伦理与政治社会的亲和关联，以此作为本文的统领性视角；然后重点

讨论韦伯所论及的新教教派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效果，并辅之托克维尔的乡镇

社会，勾连起新教教派与乡镇社会的内在牵连。由此，我们转向韦伯的（2）支

配社会学，首先通过其政治立场反观联邦党人调和联邦制与共和理念的独特方

式，再落实到韦伯所论及的政党官僚化与美国领袖民主之关系问题。最后，我

们转向韦伯的（3）经济社会学，剖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及其精神的基础上，反

观美国资本主义的民情要件。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

第二章 统一性的伦理架构：从新教伦理出发

既然近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我们时代命运的决定性力量，资本主义之起源就

理应作为普遍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近代资本主义不仅

有赖于理性的技术与法律，重要的是取决于市民阶层采取一种理性生活样式的

能力与倾向（韦伯，2007：13）。理性生活的形成首先离不开西方宗教对生活

体系的规制，因为宗教改革“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

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方式”（韦伯，2007：11）。那么，新教伦理

在何种程度上谓之伦理？其伦之理又何在？最终又是如何渗入日常生活的？

从现实看，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笼罩在天主教的绝对统治之下，基督教对于

社会生活的控制延伸到经济、政治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赵林，2002）。在

此种意义上，中世纪是十分“基督教”化的，但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支配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针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表面上是围绕《圣经》重新唤起教会

的禁欲精神，但其实质势必触及教会垄断的救赎权力，将教会接替的责任重新

交到每个信徒之手。

谈起宗教改革，路德的贡献是重新阐释了“因信称义”，以此恢复信徒与

上帝直接交流的权利。因信称义强调“信者就是上帝”：个人无须教会规定的

赎罪手段仅凭信仰即可获救，信仰是获得恩宠的唯一前提。因信称义突出了信

仰在人获救中的地位，把人从外在性的善功和繁文缛节的仪式枷锁中解放出来，

使人获得灵活得救的自由权（赵林，2007）。路德迈出了基督教改革的决定性

第一步，但并没有一以贯之推进宗教改革，只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在实践结

果上往往有所动摇，后来由于现实情势的发展而向前推进，加尔文则只不过从

他那儿将此重担承接过来罢了（韦伯，2007：106）。

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源自路德精神的推动。加尔文重新把预

定论回归到奥古斯丁传统，重新在原罪与救赎问题上确立上帝的旨意。预定论

乃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强调世界中的一切必站在上帝面前，唯有上帝才是目的。

加尔文主义以上帝为出发点，把那专制的、威严的、彼岸的、超越的、要求人

们奉献一切的上帝引入基督教，上帝与人的关系再次成为“剥夺与被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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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赵林，1996）。个人只能直面上帝，“唯神才是真信友”。这一伦理态

度引发清教徒对“感官—情感”要素的拒斥及对友谊的规避，从此个人告诫制

度无疾而终。故此，加尔文的信徒只能在孤寂的心理中与上帝沟通，独行其道

去面对既已确定的命运。预定的命运不意味着信徒可选择出世逃离，而是鼓舞

信徒与人生作永无休且有系统的斗争。意味着首先在教会内部，然后是在日常

生活，最后是在世界中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动。

进一步看，路德将基督教的本质看作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关系，因而带有

神秘主义色彩。路德派强调唯有信仰才能与上帝对话，但也欠缺对世俗劳动的

正面评价。随着日益强调神意在现实秩序的作用，它日益染上带有天意色彩的

传统主义。我们的本分是服从神的召唤，神所喜的不在于职业的成果，而是在

职业里甘愿接受与服从的义务（韦伯，2007：61-63））。相反，加尔文从上帝

意志出发，通过将上帝提升至超越性地位而将人神关系绝对化，因而每个人都

有荣耀上帝的责任。人的责任应是在世界上、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里服侍上帝，

由此唤起信徒改造日常生活的内在激情与动力。

这就是新教伦理的第一层涵义，即伦理之祛魅化与内在化。一方面，新教

伦理从心理上将个人从外在的权威枷锁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又引导信徒以禁

欲主义的生活态度与独特的社会组织方式来面对世界。在此种意义上，加尔文

主义乃真正的“救赎宗教”，本质上是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精神。

（一）积极自制的生活之道

加尔文派何以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同时，又能够具有社会组织的感召力

呢？在韦伯看来，二者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似乎成为了一个谜。正是从这个

悖谬的结合入手，我们可以更大程度逼近新教伦理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问题。在韦伯看来，加尔文主义为日常生活的全面“伦理理性化”提供了一以

贯之的积极要素，即信徒要在世俗职业生活中去创造自己的信仰证明，这一确

证方式引发了日常生活的革命。

如前所述，加尔文的预定论确立一种不可变更的救赎秩序。神的旨意不可

变更，恩宠不可丧失。此教义以决绝的态度将信众抛入“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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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境地，由此引发信徒持续的救赎焦虑。不过，信徒对于要么得救、要么

沉沦的不确定性，自然无法长期忍受。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眼前的、此岸

的，对于那些寻求救赎的人来说恰恰是最基本的，这是他们的惯习”（转自李

猛，2001：125）。也就是说，信徒必然渴望救赎确证，这是日常实践的确定性

之源。

信徒心理上的现世倾向，加之救赎之道上的无可寄托，而倒逼出信徒只能

自己去创造救赎确信的心理效应。“信徒每个人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缺乏

自信乃是信仰不足”（韦伯，2007：93）。在救赎确证上，对于天主教徒来说，

培养出来的是悔罪圣礼的必要性；对于路德派信徒而言，培养出来的是日日悔

改的虔敬之心；加尔文派信徒则只能以每时每刻的职业劳动来获得那种自我确

认的救赎感（韦伯，2007：93）。换言之，信徒在此世社会秩序中的伦理态度

与命运乃恩宠状态的确据。

救赎确证不仅关涉一己人格之评价，也关乎社会身份之确立。因此，对于

加尔文派信徒来说，唯有在每一时刻、每一行动的生活样式上完成根本转变，

才能获取一己恩宠状态之确证。这势必要求自我意识的彻底更新，因为唯有每

时每刻的“恒常的决心”“恒常的自我检视”“恒常反省”，乃至形塑出笼罩

整体生活之首尾一贯的方法才足以引领生活追求超越的救赎目标（韦伯，2007：

98-102）。在此种意义上，加尔文信徒的伦理实践被彻底“理性化”了，这为

改革派的虔敬打上了一层独特的“禁欲性格”。

与之不同，天主教的信众欠缺前后一贯的内在推动力。因为天主教从来不

会将一般信徒看做是“依照一贯动机行事并作价值判断的统一体”，个别行为

动机决定了其行为的价值，因此“道德生活常在相互冲突的动机左右下充满了

矛盾”（韦伯，2007：99）。而且，中世纪有机的社会伦理是把“社会看做是

一种由各个阶级组成的等级，每个阶级都处在由神派定的恰当位置上，每个阶

级都有相对于整体的功能”（帕森斯，2008：511）。因此，个人的日常生活更

多在履尽传统义务，天主教徒不曾感觉到有将他的善功行为提升到系统性生活

体系的必要性。此外，路德派同样欠缺“恒常的自我检视”之内在驱动力来“压

抑本能行为与天真感情生活的自然活力”，其生活往往充满自由开放、怡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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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氛围。

更重要的是，加尔文派的禁欲因朝向未来的救赎目标而建立起恒常性的人

格反思。清教的禁欲“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坚守并激活‘一

贯的动机’，尤其是禁欲所‘锻炼’的出来的动机，换言之，在这层形式—心

理的意义上，培养人形成一种‘人格’”（韦伯，2007：104）。进一步看，清

教的禁欲借助“恒常反思”来引领生活，有意识地克服“非理性的冲动与人对

俗世与自然的依赖”，从而使人乃至整个生活都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韦

伯，2007：102），由此造就的理性人格，因其讲求方法的日常生活，因而还是

一种合理的禁欲主义，最终从修道院被搬到俗世生活中。

正如清教徒对个人日常生活纪律般的支配，他势必“要求尘世像他自己的

理性自律一样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理性秩序和纪律”（韦伯，2010b：685；李猛，

2010）。本质上，加尔文主义的禁欲伦理倾向于一种积极的理性主义。它最大

程度上重视理性行动本身的特征，重视对外在生活之道的有条理地系统化，而

最大程度上将此世秩序改组为理性的事务关系和社会关系（韦伯，2007：89；

韦伯，2010b：687；李猛，2010）。禁欲理想使信徒已不限于一己之救赎考虑，

而是建立起“一己之整体存在”（韦伯，2007：146），要走出修道院的单间转

而支配世界，想在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建立起系统性的“秩序”（李猛，2020）。

这就是新教伦理的第二层涵义，即伦理之日常化与纪律化。加尔文主义借

助预定论激发了一种清教徒式孤独的个人主义精神，同时认可新教徒将个人义

务导向为以荣耀上帝为“天职”的自我救赎证明，而建立起一种改造世界的伦

理路径。日常生活之伦理化的关键在于清教徒围绕救赎确证目标而展开讲求方

法论的伦理实践，从中倒逼出一种“形式—心理”上的理性禁欲人格。通过为

天职而工作的义务，“伦理理性化”着手将每个人的生活转变为具有理性禁欲

风格的生活秩序（李猛，2001：123-124）。正是入世禁欲的纪律特性，致使清

教徒的伦理实践凭借其克服俗世的巨大力量而具有了社会推广之可能性。

（二）新教伦理的社会原则

某种程度上，正是理性禁欲的生活之道才具备足够的持续力来塑造近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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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精神气质。那么，清教伦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社会团结纽带的？

入世禁欲生活愈加纯正之处，则愈加强化信徒追求救赎确证的内在压力，

甚而支配着信徒的社会结合倾向。从前可知，加尔文主义以天职为核心而确立

世俗义务的合法性。天职的世俗化只是相对于天主教而言的，通过天职观念，

将僧侣变为积极的俗人，将俗人变为承担责任的僧侣。然而，天职本身是以“伦

理理性化”造就的俗世圣人这种精神贵族为前提的。因而，救赎贵族主义的社

会意识愈加高涨，围绕“圣洁”的竞争就愈加激烈，甚至造成教派的形成。这

是严格地“拒斥一切被造物神化”的必然归结，要求信徒首先在教会，其次是

在日常生活里建立唯独神来支配的原则（韦伯，2007：256）。对“被造物神化”

的拒斥带来的首先是“与权威为敌”的普遍倾向，既具有解除贵族生活样式的

伦理功效，反抗传统权威的否定意涵，同时意味着某种积极的基督教动机或推

动力（李猛，2020：26；韦伯，2007：137、143）。原则上，新教伦理对日常

生活极其严格的伦理掌控本质上具有一种“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支配

意涵（李猛，2020：35）。

究其实，入世禁欲的纯正形态势必引发同权威为敌的政治后果。因此，禁

欲生活之道愈加纯正之处：或是强化教会纪律，或打造志同道合的结合体。这

不仅对成员的伦理实践具有心理上的引导作用，还带来禁欲强化的伦理效果。

因为“其社会组织全都奠基于内在的‘个人主义的’‘目的理性’或‘价值理

性’动机。个人绝非凭感情加入社会组织。‘神的荣光’与自己的救赎总是超

过‘意识的门槛’。这点即使至今仍赋予具有清教历史的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某

种特征性的样貌。”（韦伯，2007：88）否则，加尔文派不可能在具有孤独的

个人主义精神之处，同时还具备社会组织的优越性。

入世禁欲伦理在日常生活中日渐被导向为资本主义的伦理态度与生活风

格。一来清教的入世禁欲既反对贫穷、懒惰和乞讨，也反“无拘无束地享受人

生以及生命所提供的一切乐趣”，但却注重理性的职业劳动，尤其是职业生活

中讲求方法的性格（韦伯，2007：150-160）。由此而来，清教徒不仅更加自由

地转换职业，也注重在固定职业中的理性经营。二来固定职业的禁欲教育不仅

赋予职业人伦理光环，也通过对营利生活的合法化使白手起家的中产阶层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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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博得全面的赞扬（韦伯，2007：161）。加之，加尔文派认为孜孜不倦的、

持之以恒的职业劳动，作为最高的禁欲手段，同时是信仰确证的最好证明，因

而使得那些克勤克俭的中产阶级挣得宗教上的合理性（韦伯，2007：174）。此

外，加尔文派的天职观念既然将合理合法的资本主义经营导向为上帝所交付的

使命，也就难免赋予企业家以及勤勉的劳动者以“良心自由”。因而，市民阶

层完全占据着形式主义上的合法性，而救赎的焦虑机制则维续着劳动者持续工

作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加尔文主义所推扩的以理性禁欲精神为内核的生活之

道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考验之上的，而为理性资本主义秩序注入了坚实的伦

理动力。

这乃是新教伦理的第三层涵义，即伦理的社会化与同构化。在一般的意义

上，新教伦理将一种入世禁欲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结合倾向积极推入日常生活，

结合劳动的义务将生活纪律化与秩序化，而为早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伦理

支撑，最终逐渐汇入社会秩序之中。清教徒维持的现世断念与积极的宗教义务

跟我们时代所处的命运貌合神离。我们所处时代的命运，必然是断绝浮士德式

的个人完美发展的念头，而专心致志于一门工作，这是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所必

备的前提（韦伯，2007：186）。在此种意义上，新教伦理的社会原则恰好是一

种冷静的伦理之爱，看似无爱的禁欲生活之道，背后暗含极强的热情，这却是

我们必须担负的义务。无论如何，韦伯寄于希望的伦理底线依然是清教人身上

所折射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由此出发，后面的叙述都是对此种

冷静的伦理之爱与美国社会构造之内在契合的阐释，同时以韦伯提供的典型案

例作为经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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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拓展：以政教关系为

核心

作为欧洲人的某种感慨，韦伯在《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开篇指出，

美国社会长久以来维持着“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的旅行，韦伯清晰地观察

到基督教在现代美国完全堕入了一个“私人化”的领域，并加速走向世俗化。

因此，这为其反思基督教的现代命运及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可能关系提供了一

个特殊的案例。之所以特殊，还在于美国社会的教会结构之起源不同于欧洲。

相比欧洲社会经历的数千年基督教与世俗权力之相互纠缠的命运，同时伴随基

督教改革而来的“镇压不服从国教者”“三十年战争”等分娩时的阵痛，殖民

地时代的美国的确是比较幸运的。

从教会史看，宗教改革与北美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同时发生，早期殖民者

将在美洲的殖民视为上帝赋予的“开拓荒野的使命”，按照基督精神的一种实

验，是去建造一座“山巅之城”（转自贝拉，2011：292），因而新大陆从一开

始就是反思宗教战争的栖息之地。自 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起第一

个殖民地以后，英格兰官方就没有打算在新大陆推行基督教统一模式（托克维

尔，2018：45；雪莱，2004：345）。即便这样，在观念上，新英格兰的圣徒们

寻求的基督教自由不过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正统，随后也以基督教统一

原则统治了两代人之久。他们寻求的是基督教的统一化，而非基督教的多样化。

而且，当时北美的新教信仰大多数实际尚在教会传统之内。不过，根据雪莱

（Bruse Shelley）的总结，清教徒对圣经的献身精神，北美荒原的存在，加上英

格兰的宽容政策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新英格兰清教徒不宽容的立场，因此新英

格兰清教徒的统治形态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共和国（雪莱，2004：346-347），现

实统治中基督教仍然处于核心地位。

一言以蔽之，殖民地时代的北美社会正如约翰·温斯洛普所宣称的，旨在

建立一个“公民和教会都应有的政府形式”。在其内部，清教理念不仅辐射私

人生活，还以其强烈的基督教原则建构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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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清教以其合理的禁欲主义，变相地融入了世俗秩序，不仅形塑教派

成员的社会人格，也奠定早期新英格兰政治社会之基础。下文即从这两个方面

并沿着韦伯提供的线索继续前进。

（一）以团体为中心的人格教化

韦伯在从《新教伦理》转向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之前，特意

写就《新教教派》一文，以补充新教教派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之拓展所具有

的社会意义。但事实上，新教教会的客观社会制度及其伦理影响力，特别是教

派的团体生活，是他对“社会”概念最明晰的阐发（李猛，2020：36）。当然，

这里的“社会”一词还不具有现代的全部意涵，而指的是“政治的、教会的及

其他共同体组织里的活动”（韦伯，2007：89），本质上还具有共同体性质。

韦伯看到，特别是移民到新英格兰所形成的教派“社会”，往往先于政治社会

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根基。由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本质意义上的

基督教共同体，尤其是教派，在何种意义上、又是如何拓展出美国早期社会之

格局的？

韦伯对新教教派的经典研究指出，新教教派的成员资格象征性地成为美国

社会成员认同的道德机制。他发现，美国社会的私人往来中，尤其是商业往来，

“你属于哪个教派？”等口头问题总是会被提及。为何如此？韦伯的观察揭示

了这后面的潜在道理：对于商业生活中的陌生人来说，教派的成员宗意味着“你

无须担心费用”般的信用力。简单说，一个人的教派资格，本身表明这个人的

品格是有保证的、可靠的。这样的成员资格何以有这样的威慑力？答案是，教

派成员意味着人格的一纸伦理资格或者道德品质的证明书。如果成为教派的一

员，首先意味着通过最严谨的审查和最深入的品性调查，且有名望的教派只会

接纳品行端正够资格的人加入（韦伯，2007：196），由此教派的成员资格足以

成为个人人格的最高担保。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教派成员的资质构成根本上不同于欧洲的教会模式，

而教派曾是新英格兰日常社会生活的主导组织基础。在韦伯看来，制度化的教

会一般坚持着三个有机关联的前提，即（1）教会之外无救赎；（2）救赎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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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恩宠授予是否有效，取决于机构所赋予的职权；（3）个人为救赎所秉持的

基督教资质与有权授予恩宠的机构全然无关（韦伯，2005：229）。由此可见，

教会将救赎普遍主义与制度化机构保证的救赎恩宠结合起来。然而，教会本质

是个等级化的恩宠机构，经营救赎就如同经营信托遗赠的基金，加入教会只是

仪式主义的义务，结果无所谓保证成员的品质（韦伯，2007：196-197）。与之

相对，“教派”11本质上是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民结合体，或者说志同道合的自

愿性团体。教派强调内部成员的圣洁，因而具有排他性。成员都是自发地寻求

接纳并经由宗教验证，一旦被接纳必须自觉遵守严苛的团体纪律。因伦理过失

而被逐出教派者，不仅意味着经济上信用的丧失，还伴随社会地位的降格沦落

（韦伯，2007：197）。不过，教派的脆弱性正是基于此，它有赖于个人持续的

纯洁，以及保持纯洁的不懈努力（贝拉，2011：324）。可见，教派作为一个以

宗教性原则为主导的生活规制体系，既以其强大的社会感召力统制民情，也以

社会声望担保个人品格。那么，教派是如何具体建构并推广此种伦理意涵的，

甚而成为社会认同的标记？

在起源上，新英格兰教派的形成先于政治社会。出于积极的宗教理由，它

们自然主张自由意志说与最高主权原则，借此有意识地发展出自主的行动权利。

首先，北美殖民地教派之间存在韦伯所谓激烈的“灵魂争夺战”，集中表现为

教派之间在道德纪律上的竞争。这随之扩大了各教派的连带责任，尤其强化了

教派对资格审查的支配权。从此，只有教派的资格证书才能充当个人伦理资质

的担保。即使是外地人，在有资格者的推荐下才能被授予证明书，才得以加入

教派并参与圣餐仪式。不过，尽管美国教派之间竞争激烈，它们还是与《圣经》

一脉相承，彼此之间都能接受“上帝”的说法，这减缓了教派之间的敌意（贝

拉，2011：299）。其次，教派本质上是一个贵族主义的构成体。故而，纯正的

教派往往会诉求“共同体之主权原则”，加之教团对成员最熟悉，因而实际主

权主要分配在小教团，即寻求小范围的主权治理。在其内部，推行严格的资格

审查，并通过自由投票来认证个人的资格。例如，卫理公会曾组成小团体，12

11 教派（sect）与宗派（denomination）二者截然不同，教派因强调唯独它才具有基督的权威，强调成员的
圣洁性，因而具有排外性；而宗派则强调基督教团体只是更大的教会生活的一种不同形式，并不宣称代表
整个基督教会，而所有宗派都属于一个整体教会，参阅雪莱《教会史》，20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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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班，每周集会，班长定期审查成员的品性（韦伯，2007：212）；还有教友

派则为会员间提供相互监督与忠告的集会（韦伯，2004：437）。因此，教派的

主权治理的实际效果是制衡内部官职卡理斯玛要素，最大程度保证了通过教团

实施的道德纪律。

最重要的是教团将纪律交付到每个平信徒手中，拒斥任何精神上的权威来

接替教团对神所直接担负的基督教义务。由此而来便是平信徒的圣职化。平信

徒们往往借助教团的小规模自治、成员相互训诫与严厉的破门律来保证教派纪

律，于教团内部发挥着强烈的风俗教化作用（韦伯，2007：213-214）。俗人在

教派的支配突出表现为俗人的布道自由，即使圣职者也只是从事志愿性的布道

或者依靠荣誉性的捐献，由此抑制了教团内部的官职卡里斯玛要素。即使神学

者的官职要素被保留之处，尽管作为一种圣职“专家”的先决条件，最终还以

圣职者的伦理资质作为凭据。此外，教派之间还有严厉的试炼期原则，拒斥与

有伦理过失的教派成员往来，尤其是商业上的来往。

此外，教派伦理不仅在心理意义上，也在空间上与美国日常生活保留着自

然亲和状态。一方面，教派尽可能拒斥内部自发的官职卡里斯玛要素，也不承

认血缘、世袭财产、乃至学历的权威，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理性培育与拣选成员

的道德机制；另一方面，教团内部生活充分发扬原始基督教的友爱伦理，即“兄

弟之爱”12。在教团内部，互称“兄弟”，普遍奉行兄弟之间的互助义务，尤

其是紧急的救济义务，也为兄弟颁发道德证明书，某些教派还禁止诉诸世俗法

庭（韦伯，2007：202、220、216）。前者极大地将个人从任何家长制权威中解

放出来，同时又不至于落入另一种等级权威支配，极大地发展个人主义的行动

权利。即使如此，“他们也远远不是不分斤两地张开双臂接受任何人进来”（韦

伯，2007：202）。后者则为其成员创造密切的道德义务，培育起个人对社会的

义务，二者互为牵制，协力催生基督教式个人主义精神。后来，即使是经历了

情感复兴的卫理公会（Methodism），依然强劲地维持着为获得救赎确证而讲求

方法的生活之道，尽管存在内在困难，但也难以走向虔敬派的感情性皈依路线

（韦伯，2007：130-134）。

12 关于友爱伦理在西方社会关系乃至西方文化中的位置，参见肖瑛（2017）的精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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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教派尤其是清教的教会纪律的伦理机制主要有三：一是将纪律

交付在每个平信徒手中；二又借着信徒的自尊自重来维持纪律；三是，也是最

重要的，通过生活纪律来培育筛选并确证成员资质（韦伯，2007：218-220）。

因此，教派组织的前提是个人持守的道德品质，教会纪律只不过是其伦理资质

的某种再“认证”，并赋予其成员一层形式合法性罢了。在此种意义上，教派

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随着生活日渐的世俗化，此种个人自我坚守的基础

能够推扩且浸透到整个美国社会生活之中（韦伯，2004：437）。不过，因为教

派的伦理作用直接扩及每个人的社会资质，因而助长了个人的功利主义机会倾

向。

最后，就社会效果看，教派散发的伦理要素依旧构成社会信任的象征以及

社会团体的建制原则。一来教派虽不承认任何天然的等级性权威，但通过排他

性的伦理要求，配合个人的利益动机，最终扩大了其社会支配的心理基础。随

着社会生活日渐世俗化，13凡是要在民主社会里获得充分认可的个人，不仅要

顺从市民社会的习惯，还须获得各种社团的成员资格，因而从中滋生出美国人

“伪善”的习性（韦伯，2007：203、200）。不仅如此，教派伦理仍以不同形

式推展到美国社会生活之中，扮演上升中产阶层的伦理守护者，充当“身份性

贵族化倾向的担纲者”（韦伯，2007：202），教派根基稳固之处也显现出“十

分清晰的社会分化轨迹”（贝拉，2011：299）。二来经由教派所培育与筛选的

成员资质，以及在教派基础上所继承的组织机能，构成美国民主生活的伦理基

础。当然，社会团体的特性有赖于个人自主的伦理实践来推动。“美国的民主

制并非由毫不相干的个人所集拢的沙堆，而毋宁是由极度排他性的、但完全自

由成长的教派、社团与俱乐部所集结成的一个混合体；以这类团体为中心，个

人本身的社会生活就在此中进行”（韦伯，2004：438）。

至此，以团体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已很明显了，这又以教派为原型的社

会折射出其背后的伦理意涵。可以说，在一个缺乏传统共同体，并以团体生活

为中心的美国社会，首先是以陌生人交往为前提的。因而，其社会认同的基础

13 其实，新教诸教派自身的世俗化特别值得研究。根据韦伯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左右教派世俗化方向的
关键因素：一是教派之间缺乏统一基调的官方教义，相互竞争的教派联合起来在教义上作出实质性的妥协；
二是教派组织完全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从而取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三是移民的民族差异也对教派的组
织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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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特定的成员资质，但这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每个人经过

生活纪律培育的绅士品格，也即积极伦理实践所形塑的理性人格。这突出体现

在陌生人之间在发生具体互动时，陌生人在考虑和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

他是以对方的团体成员资格为识别标准的，而资格事关个人的基本品格。归根

到底，个人空前的行动能力与形成社会团体的主动性的结合是美国社会生活的

动力（Scaff，2010：134），而成为整个美国社会能够伸缩的基础之一。

（二）乡镇社会的民情培育

由前述可知，《新教教派》不仅承接新教伦理补充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构

成，还进一步将新教伦理的伦理意涵拓展到“教派与政治社会”的关联上。1906

年，韦伯在《基督教世界》发表了稍加润饰并题为“教会与教派”的论文，论

文最初还附加了一个标题，即“教会与社会政治述略”（莱曼等，2001）。从

社会理论的角度看，这恰好揭示了新教教派与政治社会的独特亲和性关系。由

此，方便起见，考虑到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民情的基督教基础有精彩论述，下

文将韦伯同他做一番汇通，以此反观教会共同体或者说基督教教派之于美国社

会的政治社会意涵。

正如韦伯在支配社会学结尾部分的精彩总结，西方文化发展的特殊动力蕴

含于下面两种互为纠缠的关系之中。一是官职卡理斯玛与修道生活之纠缠；二

是“政治权力上的封建制与契约国家性格，与独立于政治权力或与政治权力教

会、具有合理性官僚制形式的教权制之间”（韦伯，2004：415）。简言之，前

者是事关救赎权力的矛盾，后者是关于政权与教权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欧洲

宗教改革正是从救赎权力开始，路德的宗教改革率先打破教会对修道生活的收

编，不过路德派教义还残留着官职卡理斯玛等传统主义要素。就后者而言，纯

正的教权制无论如何都与政治权力处于紧张状态，且构成对政治权力的特殊制

约（韦伯，2004：416），但是实践中的教权制与政治权力难免相互妥协、乃至

结盟。宗教改革以来，欧洲主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始终带有强烈的政教合

一性格，但至此达到顶点。韦伯对路德派同现实政治的结盟等传统主义性格一

再批评，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教之间两极分化的局面又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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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韦伯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政教关系都很感兴趣。

美国早期民主制与基督教教派，尤其是清教教派之间本质上具有内在的“选

择性亲和性”14。从起源看，新英格兰清教教派本质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

首要关心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他们在上帝面前以契约的方式建立了北美最初

的政治社会：接着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也任命他们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托

克维尔，2018：44）。尽管跟后来的现代民主理念还有距离，但他们没有去宗

主国寻找权力来源，而是自己建立权威（托克维尔，2018：46）。尤其是在新

英格兰乡镇（township），它们任命自己的行政官员，规定自己的税收，分配

和征收自己的税款（托克维尔，2018：49-50），即使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

也施行“直接民主制行政”，可以说乡镇内部享受着一种真正完全民主和共和

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乡镇社会对成员负担的义务也不少，涉及乡镇大小事

务，还通过法律规定在乡镇一级设立学校（托克维尔，2018：51）。从理念上

看，基督教与自由的民主精神并不相悖，清教诸教派的内在组织方式同自由民

主制具有内在亲和性。更重要的是清教诸教派与自由的民主所造就的民情能够

互为接洽，“自由视基督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自由的

保证”（托克维尔，2018：55）。

二者亲和的载体是民智、家庭和政治，借此培育起能够进入公共舆论的民

情。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核心便是清教徒如何通过自律的禁欲技术造就理性人

格。当然，清教诸教派则通过实施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地方习俗而将信徒导向遵

从上帝的诫命，从而培育起信徒更广泛的伦理生活实践。托克维尔发现，基督

教通过引导民情，尤其是对家庭风气和妇女德性的培育来对政治发生约束作用

（托克维尔，2018：370-371），尤其是培育起对秩序的爱好。此外，基督教不

仅规制着民情，还扩及人们的资质，即要求所有人都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地位，

基督教由此进入公共舆论而影响着美国人对基督教的思维方式与情感，即每个

人都认为基督教资格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与自由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宗

教阻止人们想入非非，并禁止政治上的恣意妄为，刹住民主共和制度天性“爱

动和喜变”的性格，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制度的持久。

14 之所以用选择性亲和性，旨在说明民主与基督教关系的复杂性，二者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其亲和性
又是有条件与内外边界的，本文在这个意义上践行该方法论提供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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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当然承认二者的亲和性，但主要强调基督教教派对西

方宽容思想以及自由权利观的宗教动机根源。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基本原

则是非政治性，而其隐藏的“反政治”倾向甚至引发跟现实政治的激烈冲突，

清教的革命性由此而来。另一方面，清教诸教派出于积极的宗教义务也必然主

张反对政治权力的干涉，而主张构建新的政治秩序。由此，这意味着教派的支

配必然反对服侍任何权威，美国人传统上对个人服侍的嫌恶即如此。因此，纯

正的清教教派支配必然推动“国家与教会分离”与“宽容”的原则。“宽容与

现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没什么不同：人应该无条件听命于神自身的意志，人

只应该对神及其律法如此，而所有的权威都颠倒了这一价值，是‘被造物神化’，

应予抛弃。这一原则的宗教根基（其最鲜明的形式可以在贵格派中看到，在所

有其他禁欲教派中也可以发现较为温和的形式），从积极的宗教动机引发‘与

权威为敌’的倾向，在历史上决定性地构成了清教诸国‘自由’的‘心理学’

基础。无论人们如何高估‘启蒙’的历史意义，它的自由思想欠缺这种积极的

推动力作为基础，以确保其持存……。”（转自李猛，2020：25）因此，如果

清教徒听命上帝的意志摆脱了加尔文神权政治的信条化危险，即不强迫其他教

派成员的自由选择，反倒可以培育一种容忍他人的良心自由。在此基础上，此

种免于任何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之干涉的自由，原则上是无可剥夺的权利，

加上容忍的义务，因而是首要的人权，由此构成近代讲究形式的权利平等与经

济自由的观念基础，间接为近代官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韦伯，

2004：442-443）。

当然，二者的亲和性还有美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作支撑，尤其是近代民主制

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美国基督教教派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

尤其是天主教生存的条件与性格。具体而言，一来天主教教义上的身份平等同

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悖逆；二来天主教大多数是穷人，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

从而才能争取自己的参政权利；他们处于少数派之故，也迫使其要求尊重一切

权利，以保障行使自己的权利（托克维尔，2018：365-367）。因此，天主教在

美国的社会现实中既然没有贵族政体可以拥护，同时作为少数的社会地位，促

使其转变为最共和和最民主的社会力量。由此，他们最强调的身份平等理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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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民主的社会现实奇妙地发生了亲和反应，以致于它能够容忍自己原则

上不认可的政治学说，转而致力于在宗教与法律实践中捍卫美国的民主共和制

度。韦伯看到，在民主制度下，即使是教权制支配也能够容忍政教分离。即使

是天主教预算特权废止了，而由天主教占多数的地方也会拨给教权制管理下的

学校补助金，由此另一笔潜在的“宗教预算”在美国又重新生出（韦伯，2004：

420）。

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与基督教亲和的最大前提是二者遵循其内在的固有

法则，并以独立的实践领域存在，这是韦伯与托克维尔共同的洞察。从一开始，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完全是出于宗教理由建立了政教合一社会。地方行政的望族

色彩很鲜明，牧师不仅是公职人员，还以终身牧师的形象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

和凝聚力量，他既是乡镇社会的基本戒律的维护者，还是个人品行的强制者（贝

拉，2011：293-294）。此时，地方自治主义有很强的基督教权威色彩，强调对

新秩序和权威的服从。甚者，教会成员资格是州里完全市民权的前提（韦伯，

2007：204）。另一方面，清教徒的现世支配并不排斥政治自由。因为宗教只能

在本身的领域内是自由和强大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压服人心来

进行统治的时候，它的上帝之国才能感染人心（托克维尔，2018：54）。一旦

结盟，就如新英格兰的独立派，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由教会认可资格者所形成的

贵族制的政治支配（韦伯，2004：439）。如此，宗教可以“为现在而后牺牲未

来，为取得它不应该有的权力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丧失其普遍性；“宗

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

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托克维尔，2018：378-379）。

因此，新英格兰社会短暂的政教合一，恰恰揭示了宗教只能在其限度内才得以

维持基督教的自由而真正引导民情。换言之，二者的亲和性的前提是宗教自由

与政治自由的互相节制：在民情中不仇视，也“不彼此加害”，而“愿意相互

支持”。然而，民主自身的发展为基督教的生存设置了边界，尤其是伴随民主

时代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外在的行政集权趋势挤压着政教亲和的可能空间。随

着行政官僚化而来的权力集中，政教关系又该如何协调？这就关涉对美国民主

图景的进一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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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政治及其伦理：联邦制

与领袖民主制

政教关系在乡镇层面的亲和关系并不能掩盖政治与宗教的独立与分化，从

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政教之间在实践中的冲突始终存在。从韦伯观点可知，

政教关系的分立首先是世界的祛魅，以及诸多价值领域“伦理理性化”的结果。

因为各价值领域“内在固有的法则性”以及价值领域之间的紧张性恰恰要经过

价值理性化过程才能真正凸显出来（韦伯，2010c：455）。由此而来，政治秩

序越是理性化，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紧张性就越严重，但是二者的亲和关系恰恰

建立在各自价值理性化的前提之上。在韦伯看来，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

域，既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李荣山，2020）。

韦伯在政治与伦理上这一态度，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政治的内在特点。一方面官

僚制国家与相应的理性政治人倾向于“不以当事者何人为念”，不动怒，也没

有爱，难免以“国家理由”的客观原则行事（韦伯，2010c：461）；另一方面

政治因其特殊手段而在伦理上又具有独特性。韦伯在权力与伦理的特殊立场进

一步被学者追溯至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李荣山，2020）。

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看，国家理由的兴起突出表现在行政官僚化与合法性政治

问题上。由此，本章将从国家理由这一角度出发，首先考察联邦党人在处理政

体问题上的独特立场，并在此基础上，细致讨论政党官僚化与领袖民主制之关

联。

（一）政治伦理的双重性：寓共和精神于联邦制

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2013：531-532）中指出，美国革命并不仅

仅是站在理性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洛克式契约立场上与旧有世界及其历史彻底

决裂而重建自然社会，而是存在美国的历史主义时刻，即“马基雅维里时刻”15，

这一时刻从一开始就让美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联邦党人宣称联邦制是共和政

15 关于马基雅维里时刻，参见波考克（2013：导言）的精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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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非民主政体的那一刻，这深刻体现了“极端保守的美国人的立场”，同时

将共和主义传统中“美德与腐败”问题彻底永久化了（波考克，2013：612-613）。

如果将其置换到国家理由问题上，问题便是独立不久的美国为何理所当然是共

和国？联邦党人如何将公民共和观念保留到联邦共和制中的呢？

如果说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主要是为应对所谓“17世纪的总危机”（李猛，

1999），那么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宪法的出现也是在民族生死攸关之际。汉密尔

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指出，新的联邦宪法不仅是为应对邦联政府的无能，

而是事关联邦的生存、联邦成员的安全与福利，甚至关乎“世界上最引人注意

的帝国的命运”，这只能留待人民“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

的政府”（汉密尔顿等，2015：3）。在联邦党人看来，这不仅是美利坚民族的

国家利益问题，而是关乎全人类的命运。汉密尔顿（2015：66）甚至指出，“我

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国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

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的独特的利益……欧

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

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

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联邦党人似乎在暗示，联邦新宪

法是美利坚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决断，因而需要选民“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

意志并审慎地作出这一历史选择。更重要的是，美利坚民族现在有能力来争取

“自由、尊严和幸福”，并在这样的关口通过历史事件的决断来造就美国文明

的生活之道，这一文明所奠定的生活之道还平衡着世界格局，左右人类文明精

神的走向。

不过，联邦党人所呼吁的“良好的政府”在实践现实中充满张力。邦联政

府呵护的美德所依托的现实条件是整个社会因财产和教养而自然分化出“显贵

精英”，因而大多数北美殖民地在捍卫公民美德之时，主张以邦联政府对抗腐败

的议会君主制（波考克，2013：540-541）。意外的是，在一个新的移民社会不

仅很难建立贵族制度，似乎更不可能产生领主式贵族（波考克，2013：540），

正如托克维尔（2018：37）指出，移民的贫穷和灾难为平等的提供了最好保障，

美洲的土壤似乎与领主贵族制度格格不入，这里既没有贵族依托的特权，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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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贵族赖以存在的身份制度。因此，这个民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不来自土地，很

难产生一个贵族意义上的阶级。由此，联邦党人的“良好的政府”方案首先就

要面临这样的拷问，新的联邦何以是共和国，又何以是帝国？而其方案本质上

是“共和国难免扩张，但又难以规避因扩张带来的腐败”这一古典共和国难题

的现代延续。

既然美利坚民族的美德只能建立在社会平等的民情上，因而商业实际上成

了公民共和理念的一种新的替代方式和补充。即使是革命时期的美洲也并没有

形成自然分化的贵族，而在联邦党人的眼里美德与商业也不是绝对对立的（波

考克，2013：542-543、551）。实际上，在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看来，只有

平等能让美德的实践成为可能（转自波考克，2013：542），而平等的人必须实

践美德，否则就会腐化（波考克，2013：542）。就此，美德与商业的妥协成为

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前提。邦联的无能首先表现在无视此种社会现实，不能够

维护美利坚民族的商业利益。因此，基于代议制政体建立的联邦政府才是适合

商业发展的政府形式。在联邦党人看来，“商业利益的一致与政治利益的一致

一样，只能通过统一的政府才能达到”（汉密尔顿等，2015：65），联邦政府

有利于在商业、税收、财政之间建立良性循环。一方面，北美商业贸易的发展

迫切需要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府，同时商业贸易也可以成为海员培养所。另一方

面，在统一的全国政府之下，北美的自然力量和资源才会导向共同的利益，才

能挫败欧洲各国因妒忌而联合起来阻止北美发展的图谋（汉密尔顿等，2015：

63）。

此外，联邦政府只能顺应美利坚人民的民情习惯才能真正扩充汲取财政资

源的能力，尤其是适应人民“难以容忍消费税那种寻根究底和专横强制”的天

性。但是，现在的邦联政府缺乏必要的强制权力，而随意的权力又难以协调各

个邦之间的税收比例，也难以保证税收的有效来源。这是因为目前的邦联政府

不足以维持联邦的主权权威，其维持的社会状态容易陷入一盘散沙。邦联政府

的主要弊端是在立法原则上以各州或者各州政府为政治单位，而不以各州的公

民个人为单位（汉密尔顿等，2015：85），这就容易陷入“主权内的主权”的

怪圈，各州主权之间相互扯皮。在法律上，邦联政府缺乏必要的强制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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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缺乏相互保证”，这意味着很容易出现“不是联邦中最强大的加盟政府

攫取联邦的政权，以联邦的名义向其他加盟政府发号施令；就是联邦政府放弃

自己的权力，使联邦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联邦以随之失去活动的能力”（托克

维尔，2018：194）。在行政上，邦联政府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班子，只能借

用加盟政府的力量。在商业上，考虑到美洲人民的海洋利益，一支统一的海军

力量是必可不少的，但是邦联政府本身缺乏足够的信用与权威来保证统一的海

洋秩序，因而不具有管理商业的权力。总之，邦联政府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行

政上都倍感无力，这是联邦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困境。

进一步说，联邦党人设计的代议共和政体仍然以保障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最

高原则，但难免承认联邦政府的最高主权原则。因此，联邦党人的立场很明确，

为了确保自由的生活方式，唯一的方案是通过“多重代表制”（波考克，2013：

546）与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分立的的方法来设计政体架构，这个方案本质上是

一种宪政制约关系。具体来说，麦迪逊承认多元党派利益在人类政治事务中的

正当性，而党争是公民追求他们利益的正当权利。造成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

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更深层说，它根植于自然的人性之中（汉密尔顿等，

2015：54）。因此，只能用控制党争影响的方法，以共和政体的原则加以调整。

这突出表现在麦迪逊对共和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别上。一方面，“共和政体通

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得公众意见得到过滤和扩大，同时大共和国人民

的选举更加自由，这有利于选出德高望重的代表；另一方面，“共和政府能比

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扩大了党派利益集团的多

样性（汉密尔顿等，2015：57-59）。总之，代议制共和政体一方面增加联邦结

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增加形成直接多数、完全平等的障碍，从而保障自由的

生活方式。

此外，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各州之间的主权分享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基

于共和理念的主权分配，避免了行政集权与政府集权直接合流，而形成了行政

分权与政府集权的关系格局。正如汉密尔顿指出，联邦共和国实质上是“一些

社会的集合体”或者是两者或更多的邦联合为一个国家，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

都是主权的构成部分，各州享受某些独有的、不可让渡的主权（汉密尔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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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0）。具体来说，首先，二者在性质上不是行政或者法律上的隶属关系，

而是分权关系，即二者都是宪法规定的主权，在各自范围之内都是独立的主权。

在此种意义上，联邦既是一个共和国，也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其次，主权分

享还体现为二者只是管辖权的区分，只是权力的行使范围不同。联邦不仅自己

颁布法律，也由它自己执行法律。最后，就效果来看，主权分享形成了联邦与

各州之间权力制约、平衡与分立的关系格局，通过行政分权而将各州“对小共

和国的依恋之情转化为对共同祖国之爱”（托克维尔，2018：201）。此外，主

权分享原则本质上是顺应乡镇自治民情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共和观念自然离不开政治教育，联邦宪法通过独立的

司法程序为公民提供了政治教育机会。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特别

留意司法制度这一宪法中最为独特的装置，甚至将其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加以检

视。在他看来，司法制度既可以限制行政权的扩张，甚而以司法权代替行政，

又以违宪审查来制衡专横的立法权，还发挥政治教育的功能。就针对行政权而

言，新英格兰广泛采用了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但革除了该制度的贵族因素，

并以司法惩治代替行政措施；在涉及全县的工作上，地方法院的工作纯属行政

性质；新英格兰还实行地方法院的罚款、普通法院的传讯以及纯行政法院的处

分来规训行政权（托克维尔，2018：92-95）。其次，司法权对美国政治社会的

影响深远。仅从司法的特点看，美国赋予法官优先适用宪法的权利，而宪法又

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定或修改的，因而宪法成为一切法律的母法，故此法院的

违宪审查权利可成为反对议会政治专横的有力武器。再次，美国的法学家精神

配合陪审团的司法程序有力地成为平衡美国民主的力量，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

层。一方面，从其利益和出身看，法学家自然倾向于人民，而从习惯和爱好看，

又自然倾向于贵族，因而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锁链（托克维尔，2018：

337）；另一方面，陪审制度又是法学家与人民之间沟通的程序中介，借此法学

家的语言成为普通公民的日常语言，进而渗透到所有人的思维习惯之中，从而

在人民的内心里培养起公民的法治精神。

当然，积极的政治生活也离不开人民的理智与情感，从而不应低估美国人

民在这个国家享有的政治地位。可以说，美国人在政治生活里的理与情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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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先，美国人民对本国宪法抱有虔诚的敬畏，对宪法的感情是不容动摇的。

宪法不仅赋予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而且在权利方面的合理要求都得到了宪

法的保障，因为他们是公民的一分子（桑巴特，2014）。不仅如此，整个宪法

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而只有人民能通过直接投票修改宪法，

进而改善自己的公民地位。其次，这些外在的权利不是空洞的条文，而是公民

通过日常实践加以领会和弘扬的“人民的神圣权利”。当然，对绝大多数公民

而言，这些权利的形式平等并不意味着一切，但这些政治权利始终促使美国人

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能够成功掌握的事情上（桑巴特，2014：58）。诸

如参与乡镇事务，日常选举，出版自由，自由结社，等等。这些理性而实用的

实践产生了一系列模糊而又清晰的感情，致使美国人倾向于把自己与国家视为

一体。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这是“理智的爱国主义”。由此而来，便是美国政

治生活的“公共舆论”权威。“它真正是一个重要的统治力量，无论是司法部

门，还是行政与立法机关都要服从于它”，它发展了普遍的民主观念，促进了

人们对权利的意识，只因为人们协助了公共舆论的形成（桑巴特，2014：87-88）。

这一有机的政治社会整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共同造就了一个“美利

坚民族”。无论如何，“这个信念促使他们保持了对公正的热爱和对不公正的

痛恨，就像一个几乎见不到火星然而并没有熄灭的火焰，在任何时候都会爆发

为热情的烈火，散发出光芒的温暖”（桑巴特，2014：87）。

最后，如果说古典共和理念意味着一种将积极的公民生活与公共关切的德

性结合起来，那么美利坚人民则开辟了寓“共和”于联邦共和民主制的路子。

在此种意义上，联邦共和国是共和主义的，也是民主主义的。此时，联邦党人

仍在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最高原则框架内纳入联邦制，但同时以权力的制约、

平衡与分立的程序设计为公民自由开辟了伦理实践空间。这意味着代议制民主

适应的不仅是平等的社会局势，也预示着大众民主时代的必然来临。

（二）政体伦理的转向：领袖民主制与政党官僚化

正如托克维尔（2018：505）所言，美国共和主义者“重视民情，尊重宗教

信仰，承认各种权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念共识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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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情何谓也？如何培育？民情与制度何以深度关联起来？在托克维尔眼

里，民情既是一套心灵的惯习，一套能够流行的思想和观点，还是人们生活习

惯所遵循的一套思想，借助宗教与教育又可以生成为一个民族的道德和精神气

质。因此，历史的作用、宗教形塑的生活习惯以及民主教育等因素对民情的培

育至关重要。

首先，历史经验沉淀为民情。新英格兰国土的分散性既不适宜建立集权的

行政，也与领主贵族制度格格不入，加之母国为新英格兰殖民地提供的自治权

利，以及围绕清教理念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切都促使新英格兰地区的乡

镇自由传统能够落地。其次，宗教是自由民情的守护者。无论是早期的清教传

统，还是政教分离之后的教派竞争格局，宗教始终是美国民情的重要载体。宗

教强调自愿的服从、参与政治生活的义务，还有积极的伦理生活实践，以及对

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无形教育，都旨在造就一种新的“社会人”形象，因而为

建立民主政制提供了伦理支撑。再者，教育关乎民智的培育。在美国，无论是

清教的教育，还是私人家庭的教育，本质上都是一种民主的教育（托克维尔，

2018：804-806）。它只设法武装人的理智，而非压抑人的本真情感，“在用尽

人的力量之后，才求助于宗教”（托克维尔，2018：806），从而有助于维护人

的健全性，他们在运用个人自由之时方有所节制。

如此，民情与制度才有了深度关联的基础。以联邦制为例，如前所述：一

方面，民情造就了联邦制。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各州之间的主权分享原则，

本身是一种基于共和理念的主权分配。但另一方面，联邦政府的内在限制又是

很明显的。从性质来看，联邦政府分享的主权较小，而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顺应

各州继续联合的愿望，因而是一个无力的政府，比任何政府都还需要地方各州

的自愿维系（托克维尔，2018：467-469）。联邦政府的继续存在就有赖于各州

之间的自愿联合，这是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在这里，联邦的构造好比一个自愿

性团体。联邦成员之间的结合倾向决定了联邦力量的存续及其壮大的可能性。

在托克维尔看来，一方面各州之间因物质利益产生的结合倾向是十分强大和自

然的，经由物质利益产生的情感纽带加强了人们之间的非物质力联系，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公意”也便于走向团结状态；另一方面联邦的真正威胁在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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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潜在地助长了各州之间的内讧精神，继而引起某些州之间的妒忌和猜疑

心。立足于此，托克维尔认为，即使联邦继续存在，其权力将不断地削弱下去。

因为美国人民对联邦制的最初设定决定了其本性是弱小的。不仅如此，在日渐

民主的时代，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原则因难以渗入美国民主的民情而与其政治

社会绝缘。不能进入政治社会之内核，就难以改变社会之性质，原则上美国的

民情与政体是一体的。

回头来看，考虑到托克维尔当时所处的法国舆论所积极拥抱中央集权的民

情氛围，还有美国杰克逊总统时期美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尤其是美国当时南北

方悬而未决种族问题，托克维尔对联邦制的预言多少有点踟躇不定。不难看出，

托克维尔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捍卫着共和主义传统，力图为现代民主共和国

寻觅一套基于共和理念的社会团结方案。只不过，共和理念未必能持续保质，

因为民主的社会情况注定走向平等的官僚化和资本主义。在《论美国的民主》

下卷，托克维尔再次从自然人性出发，将民主的思想和情感可能引发的“行政

专制与人民主权”的自然结合倾向加以深刻揭露。在他看来，民主国家最可能

产生一种行政长官意志，它不仅监护个人，还照看社会。此后，他预言的民主

时代的行政集权趋势，16却成了韦伯时代现代民主制的必然命运。

历史地看，民主化与官僚化在“齐平化”的社会基础及其民情取向上很有

可能合流，即二者具有内在的亲和性。一方面，官僚制支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

差异齐平化的前提之上的。换言之，官僚制乃是大众民主制的必然产物，因为

大众民主制将行政之封建制、家产制以及各种望族支配特权一扫而空，因而必

然代之职业官僚支配（韦伯，2004：58-59）。另一方面，民主的社会情况之本

质是身份的平等，而身份平等将对独立的热爱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托克维

尔，2018：913-914）。进一步说，身份的平等打破了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

家庭的清规戒律、乃至阶级与特权的观点（托克维尔，2018：569），进而在人

们头脑催生了爱好一般观念的心智，这暗合了官僚制基于抽象规则的形式平等。

尽管如此，大众民主化并不意味着被支配者得以扩大对行政事务的参与权，这

也许是民主化的结果（韦伯，2004：61），但是在社会平铺化的基础上，支配

16 其实，托克维尔对行政官僚化的民情基础有十分精彩的诊断。不过，我们希望转入韦伯对美国政党官僚
化的讨论，顺便带入托克维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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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形式上都可能拥有完全专制的地位（韦伯，2004：62）。

此外，民主时代的公民具有十分矛盾的性格：每个人既独立又软弱无助，迫于

这种普遍无能的困境，每个人的视线自然有可能转向一个伟大的存在，即倾向

于一个监护性的“社会权力”（托克维尔，2018：920）。由此，“今天与日俱

增的‘社会化’，必然意味着与日俱增的官僚化”（韦伯，2009：122）。这已

成为大众民主制的外在条件了。

现实地看，这并不是说民主化必然伴随官僚化行政。美国的社会官僚化同

其内在民情结构存在复杂关联。从起源看，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内部社会阶层

化还不稳定，初始的社会状况也较为平等，因而限制了官僚的社会声望以及由

此而来的身份惯习（韦伯，2004：26；托克维尔，2018）。因此，既然美利坚

民族的美德只能建立在社会平等的状况之上，因而商业成为其民族精神的必要

保障。无论是农场主，还是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主，或者是绝大多数美国工人，

工商业精神在他们的心里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桑巴特，2014）。在他们看来，

公共官员根本没有致富的前途与必要的社会认同，官员身份也对私人生活构成

限制（桑巴特，2014：32）。游历美国期间，韦伯也特别留意美国人对官员的

看法：美国工人特别瞧不起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担心出现一个骑在他们

头上的、具有专业素养的排他性官员等级；美国的年轻人，对任何官职，都了

无敬意，他们只为个人的成就折服（韦伯，2009：222，2010e：184-185）。简

言之，官员不是公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而是由全国的多数选举的公仆（托克

维尔，2018：509）。其次，无论是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还是司法权对行政权

的补充甚或替代，17某种程度上既限制又弥足了官僚机器的缺失。再者，整体行

政权的永续性，还有三权分立保证的总统加以协调。同时，“美国政体的特色

乃在于，至少就技术层面而言，其之尚未彻底官僚化……美国国家结构之部分

非官僚化的形式，实质上也被那些实际支配政治的组织……之日渐严密的官僚

制结构所平衡”（韦伯，2004：42）。最后，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各州之间

17 另外，韦伯在《法律社会学》篇也指出，大陆法与美国普通法的法律思维方式存在本质差异，而美国的
司法行政至今保留着一系列针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平衡机制，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在很大程度上仍
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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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分享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和理念的主权分配，从而联邦政府的权

力被限制在直接的“国家理由”18所绝对必要的范围内。

不仅如此，现代民主制的合法性结构更形复杂。一来从被支配者的角度寻

觅正当性。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的政治主要是一种等级性的伦理政治，

内部各阶级的联系尚处于温情脉脉的伦理轨道之中：君主根本没有想过谁有资

格剥夺他们自认为合法的特权，而人民从未奢想过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民情

与习惯也设下了暴政的界限（托克维尔，2018：10）。然而，人民之所以心生

革命情绪，“绝不是由于执政者行使权力或被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由于前者

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和后者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托

克维尔，2018：11），因而封建制度一旦松动，“激起的仇恨却更强烈”（托

克维尔，2014：79）。相比之下，在大众民主时代，即便是凯撒制统治——好

比拿破仑一世及拿破仑三世，支配者必须通过自由选举、平民表决等民主形式

才能取得正当性。这突出体现在美国总统通过民主提名和选举而获得的权力地

位。二来民主的正当性包含了“人民主权”等政治信念。原先自行取得正当性

的卡理斯玛领袖由此转变为依靠追随者之善意的领导人，他现在是自由选举出

来的领袖，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取决于人民的授权，此即民主的正当性（韦

伯，2010d：393-394），也即直接诉诸民意的支配。“‘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

制’是‘领袖民主制’19最重要的类型，也是卡理斯玛支配的一种变型。此种

卡理斯玛支配的正当性，来自被支配者的意志。因为‘群众煽动者’的统治力

量是来自追随者对他个人的皈依与信赖”（韦伯，2010d：395-396）。杰克逊

总统正是以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利”的英雄形象出场而赢得选举的（桑巴特，

2014：72）。这意味着政治领袖必须“利用大众煽动手段赢得了大众对他个人

的信任和信仰并获得了权力”（韦伯，2009：178）。

值得注意的是，领袖民主制与行政官僚化在政治实践中存在相互牵制的效

果。一方面，民主选举的原则可以遏制空洞化的行政官僚化趋势。“选举”的

原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投票”，而是昭示一个人对领导天职的“信仰”，

18 韦伯也预见，即使在美国，受到一战的影响，美国的专业官员系统也将加速扩张，尤其是军事与大学领
域，从而迈向大国民主难以避免的“欧洲化”情势，即“官僚化的民主”。
19 关于领袖民主制的历史兴起和政治功能，参见陈涛（2020）的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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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权要求获得这种拥戴（韦伯，2009：178）。例如，美国大都市自治改革从

民选市长开始，大众信任赋予他自由任命官僚的权利，而得以保证官僚队伍的

纪律。又如，美国大法官的独立性得益于民选总统的任命，而总统对其承担直

接责任。不过，在韦伯看来，这些改革都带有一种“凯撒制”色彩，其有效性

一般奠基于这个“凯撒者”的个人地位。以此之故，虽然凯撒式改革可以无视

传统束缚而得以扫除官僚化时弊，但却很容易陷入“个人天才的支配”而滑向

民主制的对立面。这是因为，民主制的政治观念与官僚化难免存在内在冲突，

而只要有可能政治民主制都倾向于以选举的原则来防止官僚发展为一个封闭性

的“身份团体”，以便尽量扩大“公共舆论”的支配（韦伯，2004）。

另一方面，随大众民主兴起的普选权为政党官僚化与领袖民主政治的技术

性结合创设了前提条件。根据韦伯的诊断，政治是一门职业政治家经营的事业。

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两者完全是同一回事。从社

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恰如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实际上这正是

它的具体历史特性”（韦伯，2009：121）。随着选举权的扩大，选举机制的复

杂化，以及动员并组织群众的迫切需要，职业政党组织呼之欲出。一来选举权

的民主化意味着政党要想获得议会的席位，需要想法设法赢得大众的选票（陈

涛，2020）。也因此，政党经营更加仰赖于党的官僚、党的资金、乃至党的意

识形态宣传等行政技术来组织群众。二来这对政党领袖的选择变得至关重要了。

如果政治领袖能够增加选票和赢得民心，那么自然可以赢得党机器的追随和拥

护。“这是因为党工在物质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和领袖的吸引力可望

形成的政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韦伯，2010e：238）由此，政党机器

的登台，也意味着直接诉诸民意认可的领袖之到来。

这又以美国政党政治为典型。比较来看，与欧洲的议会制国家的多党制相

比，美国长久以来就是两党政治；而与英国的两党政治比起来，美国的两党政

治则单纯得多，既没有典型的左派，也没有典型的右派。20据韦伯对英国政党

的历史考察，政党机器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打到望族、政党领袖压倒国会议员的

20 参见秦晖的文章，源自 https://mp.weixin.qq.com/s/6b9YclIeelci-UKySln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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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美国则直到杰克逊总统以后，政党机器才逐渐夺走国会选举领导权；

内战以后，随着普选权的扩展，政党机器才真正全面主导政治生活。也因此，

美国两党机器的社会根基更加牢固。从政党组织的角度看，一是美国政党高度

嵌入公民的社会生活。美国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波及大资本家，左右在职官

员的命运，甚至享有提名官职候选人的权力，每个普通选民也被党工击中了软

肋（桑巴特，2014）。加之政党分肥制扩大了政党身份的支配。这意味着官员

的任用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争取职位者的党派忠诚（桑巴特，2014：54）。

二是公民普通的政治利益以及表达该利益的手段都促使美国人把自己与政党身

份联系起来。从政党的性质看，美国的两党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它们没有固

定的政治原则，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选票而决定自己的立场，实际上

都成为了捞取官职的普通组织。因而，两党“不是阶级组织，不宣扬特殊的阶

级利益”，本质上是多元化的“中立的集团”21（桑巴特，2014：70-77）。由

此，两党都有强烈的“人民性”，它们的组织基础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从而借此赢得了党内外群众的广泛信任（桑巴特，2014：77）。尽管两党偶有

分歧，不过是为讨好选民。由此，两党互竞的政治环境变相为人民创造了获益

的机会空间。在韦伯看来，党老大是理性经营选票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没有固

定的信念可言，只为追求权力，因而适合扮演候选人与赞助人之间的中间人。

此种不谈信念的政党往往利于政党追随者对政治领袖完全地服从，甚而达到“精

神上的无产阶级化”（韦伯，2010e：252）。之所以如此，一在于美国本源上

是一个中产阶级民族，因而其民主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身份等级障碍；二是美

国的行政首脑乃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三权分立保证了总统独立于国会

的地位；加上美国参议院对众议院的优势、政治教育所积淀的民情习惯等因素，

在提升社会民主化水平之时，也将积极的公民生活注入其中，从而牵制着大众

民主制可能诱发的情感主导政治的倾向（韦伯，2009）。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力图为现代民主

共和国寻觅的基于共和理念的社会团结方案，尤其是对美国实践的这套共和理

21 关于美国两大执政党的内在性质，桑巴特与托克维尔出入不大。不过，桑巴特特别指出，虽然奴隶制问
题创生了共和党的政治原则，但随着奴隶制的废除，两党完全没有政治原则这一点反而得以加强。再者，
黑人问题直接消灭了两党的所有阶级特征，并使政党力量更多是基于地理范围而不是阶级身份。此外，移
民的民族差异也对政党的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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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人民主权原则所具有的规范性、普遍性、日常性的强调，以及对行政专制

与人民主权结合所促成的“新专制主义”的隐忧，仍然构成对韦伯时代“官僚

化的民主”的强烈批判。韦伯时代的官僚化的民主制，昭示了现代民主制乃至

美国民主的困境，即一方面领袖民主制越来越仰赖政党的官僚化运作；但另一

方面政党官僚化又逐渐脱离伦理纽带，倾向于向政党领袖做“精神上的无产阶

级化”的献身。更准确说，政党官僚化在实现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维系民主

化的伦理动力也转至最高的政治领袖之手。即便如此，美国人政治生活里的理

智与情感是有机统一的，它是一股可以短暂沉寂但并不会永远沉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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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代资本主义及其精神

（一）资本主义何以发生？

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也由此构成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前提。马克思突破古典经济学

的地方在于，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变迁（帕森斯，2008：481）。因而，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抽象之物，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

的诞生有一部资本原始积累的“前史”，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马

克思，2004：872-873）。因此，在逻辑上，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有一种“原始”

积累，它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但历史地看，原始积累本质上是劳

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展开，资本的原始积累早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已经开

始（马克思，2004：822）。他虽然并不把封建社会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必要阶段，

但封建社会体系的内在缺口的确奠定了早期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其中，马克

思尤为强调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一系列看似偶然但又必然的历史因素。那么，

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到底是怎样一番社会景象？

因素之一，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为封建主义的解体以及早期资本主

义的孕育创设了部分历史条件。在此，韦伯与马克思二人都强调了中世纪尤其

是 12世纪以来城镇争取自治所具有的革命性质。尽管中世纪的城市并不是近代

资本主义发展的载体，却为享有自治政治权利并实施自主经济政策的城市“公

社”积累了政治和法律基础。其一，在市民联合体的政治基础上，城市可以开

辟制度化的自治空间，并拥有自己的专门机构，人们服从于自己的“特别法”，

因而形成了一个法律上自治的“身份团体”（韦伯，2010f：1404）。其二，中

世纪的城市已成为能够借助货币的形式完成对贵族义务的地方，而将非自由人

从土地贵族的人身束缚中抽离出来。之所以可能，还在于城市的发展与商业资

本、城市借贷资本以及这些资本赖以运作的货币经济是携手出场的（吉登斯，

2013：41）。在韦伯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城市的军事自主权有效制衡了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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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领主欠缺理性行政，因而这有利于城市居民在政治、法律与经济上取得特

权地位。

尽管如此，早期资本主义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即使是城镇，依然被强大

的行会精神所主宰。一来，虽然行会造就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

手工业时期的必要条件，但行会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其固化为种姓，而

在内部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马克思，2004：394、415）。甚者，行会通

过“禁止不依靠师傅的独立经营的劳动”、“不许有自己的住宅”、“禁止普

通职工在成为师傅以前结婚”等方式而妨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韦伯，2010d：

111-112）。二来，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了师傅所能雇佣的熟练工人和学徒的人

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而且“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

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入侵”，尤其是抵制商人购买

作为商品的劳动（马克思，2004：415）。三来，行会本质上是“将相同职业者

亦即竞争者统合起来，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以及运用在竞争里的理性的营利努

力”，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是一套排他性的“生计政策”（韦伯，2007：220-221）。

由此来看，行会精神带有排他性结合色彩，“对内要求劳动之规制，对外则要

求独占”（韦伯，2010d：105-106）。从破的角度看，行会仍然为保护庄园制

度所催生的手工艺者提供了组织基础，也为争取城市的自治权，尤其是以革命

的方式争取城市领主的一切特权提供了市民基础，因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

组织创造了部分条件。22从立的角度看，行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要

越过的障碍。这也难怪西方资本主义要短暂倒退自远离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

制的内陆地区，并以农村副业的过渡形式才得以发展起来（马克思，2004：

858-860）。

因素之二，资本的原始积累运动是多重历史事件碰撞融合所促发的连环效

果，历史中的偶变事件因素不自觉地推动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以英国为典

型形式。在英国，由于大规模的封建战争拖跨了旧有的封建贵族，引致封建贵

族主动解散封建家臣，从而将大量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同时，王权膨胀则加

速了旧时家臣被解散的命运（马克思，2004：825）。这是因为新兴封建贵族不

22 韦伯细致考察了行会的历史起源及其对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影响，但认为行会精神本质上是传统主义的，
详见《经济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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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被卷入交换经济，封建主只能通过“圈地运动”的方式应对不断上涨的羊毛

价格。结果在“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情势下，封建贵族无奈将大量农民

从土地上赶走，将耕地转化为牧场。不仅如此，在 16世纪，整个土地剥夺运动

还从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地产的大规模还俗中获得了“新的惊人的推

动”：教会所占有的大量地产要么转移到了国王宠臣手中，要么被非常便宜地

卖给了投机者，他们一起将世袭的佃户从土地上赶走，而把土地合并为更大的

农场（马克思，2004：828）。不过，被剥夺了生活资料的农民一方面不能很快

被新兴工厂所吸收，又不能一下子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

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马克

思，2004：843）。因此，整个西欧都相继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这样

流浪者“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马克思，2004：846）。可

见，资本积累最致命的力量在于“土地与资本”合力瓦解各种共同体所有权根

基之时，推进了对封建贵族与独立农民的“资本化强制”（蒂利语）。无论是

教会地产还俗，还是封建贵族的自由择佃运动，某种程度上都服务于“对农民

的土地的剥夺”的历史，即将人民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要素。

此外，海外贸易引起的价格革命以及商业战争是刺激资本主义产生的有力

因素。在韦伯看来，一来因新航路开辟而来的贵金属内流，导致农产品疯涨，

而使其有可能走上为市场而生产的路子；二来因工业品价格的大致稳定，以及

与农业品形成的价格落差，迫使工业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利润，进而使得企业

经营方式有了合理化的倾向，而导致以降低生产成本为取向的技术发明大量涌

现（韦伯，2010d：160）。从否定的角度看，这也加剧了大地主的破产以及对

农业无产者的需求。

因素之三，民族国家权力在崩解封建残余关系与减轻“资本化强制”之时

间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铺平了道路。从前可知，农村的封建共同体关系，以

及城市的行会制度都是抵制资本入侵的保守力量。因此，国家与资本的联手就

具有了革命性质。一方面，现代国家本来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斗争的过程

中出现的，同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需求的刺激（吉登斯，2013：52），由此国

家与资本力量的短暂联手合力将无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中解救出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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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迫于应付战争的需要也不得不争取自由流动的资本，间接为资本

主义创造了有力条件（韦伯，2010d：278-279）。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国

家权力实质上是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因而也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2004：861）。这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资本的积累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以英国为例。17世纪的英国通过国家权力在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

度和关税制度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关联，因而在海外殖民中迅速实现了资本

的集中和积累。之所以如此，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限制了国家权力的任

意膨胀，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官僚权力的理性化，这有利于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创

造可预期的法律与行政秩序。

因素之四，传统的生产体系只是缓解伴随资本主义之阵痛的过渡方式。前

述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然史”过程，其间充满

历史的吊诡与各种过渡形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是既不能

跳过、也不能用法令直接取消的过程，但不同社会依然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

阵痛。不过，马克思也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由于教

育、传统、习惯而能够顺应这种生产方式的自然要求（马克思，2004：846），

尽管这些突然脱离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不可能很快适应雇佣劳动制度的纪律；另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同样利用了传统的伦理生产体系，尤其是行会手

工业与代工制等生产方式。

相比马克思，韦伯将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伦理基础表达得更清楚，二者相

得益彰。从起源看，资本主义精神孕生于新教的伦理体系，尤其是清教伦理，

但同时激活了传统经济伦理的抵制。因而，清教伦理普及之处，往往具有“破”

与“立”的双重意涵。禁欲的宗教及其教派的形成，“特别因其激进地挣脱家

父长制的、威权的桎梏”，由此构成近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基础之一（韦

伯，2007：220）。具言之，清教伦理将信徒个人从传统自然伦理中解救出来，

并将其置于信仰共同体中，继而将平等的同胞伦理推扩至经济生活中，由此消

解传统经济伦理中的“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的内外之别；另一方面，清教伦

理激活的伦理态度因其讲求方法的性格，既有利于培植起践行资本主义精神风

格的劳动担纲者，也借此抵制传统主义的生活惯习。此外，从伦理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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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派的天职观念既然将合理合法的资本主义经营导向为上帝所交付的使

命，也就难免赋予企业家以及勤勉的劳动者以“良心自由”。从经济的角度看，

教派成员意味着人格的一纸伦理品质的凭证，特别是商业伦理上的证明（韦伯，

2007：196），由此保证了个人在社会立足的诚实与信用关系。因为伦理的清教

恰恰将商业信用的基础建立在个人的伦理资质上。

这就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史前史。资本发生作用的过程、性质与方式充满过

渡性与两面性。资本的原始积累更具剥夺性与革命性，但二者是一体两面的。

它意味着以生活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之解体，但同时又以劳动者从狭隘共同体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前提。在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文明

作用，但其文明作用是以牺牲“人的整全性”为代价的，人无意识地滑向资本

的附庸。对照之下，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起源路径则指出了驯服并超越资

本逻辑的可能之处，即宗教伦理精神孕育的生活之道。

（二）市民精神的社会根基：以富兰克林为例

作为理想型，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提供我们透视资本主义起源的一些焦点与

方向。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将其被抽离的社会生活加以还原，甚至不拘泥于

理想型的提炼。富兰克林关于私人经济的小册子，是完全的青年告诫语录，自

然并不完全折射富兰克林的真实立场，但这本小册子的确属于深刻影响民众日

常生活实践的典型（韦伯，2007：232-233）。因此，折返“美国人”的社会生

活场景，或许还应借助富兰克林这个典型形象。方便起见，将富兰克林置于其

生命历程之中，或许能透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之构造。换言之，富兰克林的生

命轨迹具体而微地展现一个美国人的最初设定。由此，当我们补充杂烩着个人

信件、日记、还有政治经济导向的《富兰克林自传》时，饱含生命轨迹的富兰

克林个人就更加立体了。

《自传》具体而微展现了“家与宗教”在美国人生命历程中的位置。在自

传中，富兰克林字里行间念念不忘地仍是上帝的护佑、指引及赐福。因为“只

有上帝知道我未来的命运怎样，所以即便是当我们处于苦难的时候，也只有用

他的神威来祝福我们”，“使我经得起性命攸关的逆境考验”（富兰克林，2013：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9

3）。随后，他转向家族的叙事，朴素地描绘了家族的历史。故事是从伯父展开

的，由他得知先辈坐落于北安普顿郡艾克顿教区，有世袭的田产，祖父是个手

艺人，父亲自幼跟随他学打铁手艺，二伯父是个染匠，后来父亲也转行了。家

族很早皈依英格兰国教，父亲则因追随清教而携妻带子移居新英格兰了。此外，

比他大的兄弟都当起了学徒，学习谋生的手艺。可见，富兰克林得自家庭教育

的精神氛围，又特别是家族与父辈教育所制约的生活习惯，直接决定了他今后

的职业命运。

其次，囿于家庭的新教氛围，富兰克林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清教徒个性，

而家族文化所培育的勤奋节俭品德为他投身商业世界做好了精神准备。在其家

族文化中，一门手艺是最低调的品德，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因为它是立身之

本。他在传记中多次提及他的冒险精神，以及怎么不堪忍受家兄主子般的残暴

待遇，这些在其心间烙下了憎恨专横权力的惯习。即便如此，他创业之初还是

谨遵家族教诲：安身立命之本是在一门手艺上克勤克俭的经营。正如他后来立

碑所追忆的：父亲谨慎虔诚，母亲贤惠忠贞，他们仅凭不懈的劳作和诚实的勤

奋而维持了一个大家庭的安顿生活，养育了十三个子女和七个孙子孙女，以此

传为佳话（富兰克林，2013：10）。

不仅如此，富兰克林的品德养成还在于生活世界无处不在的商业与社会纽

带。因为在商业世界求生存，首先得自立，其次是培养起谋生的手艺，还有全

方面的能力。在费城，他广交朋友，靠着勤奋节俭实现了自立。得益于费城总

督的帮助，他有机会到伦敦生活历练一年半载。他后来追忆道，期间大半时间

用来拼命干好自己的印刷行当，尽管根本没有改善生活命运，却极大地丰富了

自己的见识，结交了一些非常聪慧的朋友，从他们的谈吐中自己获益不浅（富

兰克林，2013：54）。更重要的是，后来的合伙经营中，他意识到为赢得商人

的信誉和品格，事业上的勤勉节俭、理性经营必不可少，它们是最为有力的道

德证明书。

不止于此，活跃于商业世界的富兰克林离不开日常政治的影响。谈起政治，

永图社社团就是最好的政治教育。围绕永图社，他发起会员收费制图书馆的计

划，后来经过特许权批准而转变为公共会员制图书馆。此后，永图社成了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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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治活动的舞台，成为左右费城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此外，永图社在特定

公共问题上影响着公众，借此也让公众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有联系的，

而为推广城市改革做好了心理准备。建立费城巡夜制度、联合消防队、城市街

道照明设施即是如此。由此可知，公民政治表达其实是如何将个人利益与公共

利益有机结合，它又根源于公民骨子里的政治利益。

更大的公民政治教育在于理性审慎的政治眼光以及复杂政治局势下衡平的

政治实践技艺。富兰克林建立费城防务制度的努力就是恰当的例子。由于英法

在殖民地频繁交战，费城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然而，占多数席位的教友会议

员极力反对防务制度，他们拒斥任何以自战争名义的法案，因为任何战争都有

悖于教友会的和平原则。富兰克林最终巧妙化解了政治与基督教原则之间的正

面冲突。他发现，如果不要求教友会议员们予以正面的协助，不触犯他们的原

则，配合一种带有模糊名义的法案，就可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假使（法案）

不能通过，就动议用这笔钱去购买一家救火机，教友会成员是绝不会反对的”

（富兰克林，2013：119）。如此看来，富兰克林以理性思维看待政治，同时充

分利用政治规则，借法案程序合法性建立起政治与民意之间的双向沟通，并利

用有条件的允诺来动员捐款，最后为费城医院争取到了双倍捐款。

从始至终，富兰克林都主张，致力于公共事物的人，无论他们如何乔装打

扮……人们主要考虑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可以联系在

一起的，因为没有人是纯粹的行善家（富兰克林，2013：96）。也就是说，即

使是公民政治不过是引导公民正确地理解自身利益，而将分散的利益经由同意

的民主机制结合起来。所谓共和政治不假定每个人都是慈善家，而是考虑到每

个人首先是关切自身之利益，因而个人也懂得如何履尽义务。

最后，虽然富兰克林是自然神论者，但其一生都未能彻底脱离宗教。一方

面，他认为宗教囿于宗教理由，不去激发并促进日常的道德规范，反而径行宗

教劝告而不教人以培养美德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上

帝创造了世界，并按照他的旨意统治世界，对上帝的侍奉就是与人为善，祈求

获取上帝的智慧是正当且必须的（富兰克林，2013：81-82+88）。在此之上，

他将禁欲主义的宗教道德规范“合理化”为一套道德完美的计划，并凭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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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条理”“决心”“反省”等讲求方法的机制将其所坚守的十三条美德内

在化为“习惯”。在他看来，“自由”不过是将美德培养成自然的习惯，自由

首先意味着免于债务，因而勤奋与节俭的品德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通过多重生活世界的考察，我们可看到所谓的市民精神只有在多重

社会构造中才得以可能，它既扎根于竞争的商品世界，同时又取决于每个人在

社会生活中自觉的守持公正，以及通过勤奋和节俭的实践所铸就的自由个性，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世界达成的个人理智与情感的高度合一。就利益与出身而言，

市民阶层历经生活的压迫与道德的重重拷问，自然倾向于商品世界，对于宗教

与道德也抱持虔诚；从习惯和爱好看，市民阶层抱有理性审慎的眼光，更重要

的是复杂政治局势下衡平个人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技艺，因而借此培育起政治上

的理性的公民精神。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亲和性的

实践担纲者是市民阶层。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已经部分触及富兰克林所处的

新英格兰的社会条件，因为市民阶层的社会根基还置于更大的美国社会结构之

中，这就涉及如何认知美国早期社会结构的性质。

（三）美国资本主义的民情基础

即便新教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伦理载体，但仍然掩盖不了伴随资本

主义拓展而来的正面冲突。这是因为一来资本主义与更大的社会结构相互纠缠

在一起；二来不同历史传统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扩展方向。在所有社会类型中，

农村社会结构是最独特的，也最受历史传统影响（韦伯，2018：123）。韦伯在

圣路易斯的演讲，正是透过欧美之间农村社会结构的具体差异，反观资本主义

在美欧内部的影响方式，由此预言欧美文明的现代走向。在韦伯看来，欧美23文

明的社会结构差异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对欧洲农村社会内部的特殊影响所致。因

此，这里问题的焦点可置换为近代资本主义与旧的经济秩序之间的相互纠缠与

搏斗。

某种程度上，欧陆农村社会结构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德国为例，国土

人多地稀，加上传统对土地所有权的珍视，故长期保留着土地继承；同时，人

23 这里的美欧，特指欧洲大陆与美国，因为二者在具体社会结构差异上更显著，后文的欧洲狭指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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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拥挤、劳动力低廉，快速获得土地的可能性很渺茫，加之经济攀升的机会有

限，由此造就的社会民情以及土地分配方式决定其社会结构必然等级森严（韦

伯，2018：125-127）。此外，农业生产受到“土地生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

作用而降低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增益空间，变相强化了农业深受传统力量的影响。

由此，欧洲“农民”24首先不是为市场而生产，而是考虑维持基本生计。随着

资本的入侵，反而加剧了私人对土地的垄断，致使土地脱离市场（韦伯，2018：

150）。直到 1917年，普鲁士的限嗣继承法使得那些根本不是贵族、也不可能

是贵族的新兴资本家浪得“贵族”之名；容克贵族则被卷入各种经济和社会矛

盾之中，他们希望成为封建地主 ，但首先必须成为企业家和平民百姓（韦伯，

2009：94；韦伯，2018：153-154）。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欧洲农民的产品分配深受封建分配制度的影响。此外，

由于以下因素加剧了欧陆农村社会联系的封闭性与依附性25。（1）欧洲农民被

视作供养统治阶级的赋税工具，农民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城市统治阶级（尤其

是食利者阶层）的需求。在 18世纪的欧洲，人为压榨农村而维持城镇是普遍原

则（韦伯，2018：126）。（2）地主与农民之间维持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农民不仅为封建地主供应赋役，还负担封建庄园领主的税收与兵役。此外，（3）

欧洲农民受制于共产主义式村社共同体。欧洲古老的农村共产主义的森林、河

流、牧场，甚至是耕地，不仅牢固地束缚着欧洲农民，还将其束缚在传统的轮

耕制度中，即便农民解放之后也还保留其伦理束缚（韦伯，2018：127）。因此，

即使村社共同体瓦解了，欧洲农民在现实中无法直接走向理性的农业生产者。

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秩序与旧有的传统主义经济秩序的冲突更显复

杂，它既是一种选择并淘汰的过程，也是一种掠夺过程（韦伯，2018：130-131），

但资本不可避免地要瓦解旧有的经济秩序。文化上，资本的入侵可能激起保守

力量的自卫。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向市场供应更多的产品，而旧有

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如何在土地上供养最多的人口。即便土地成为一种投资对

24 农民（peasant）这个词在前现代社会兼具职业与身份等级的含义，而在近代意义上则指代理性的农业生
产者，因此在英文上只能对应“farmer”，主要是个职业的概念，参阅秦晖（2017：43-48）对农民一词中
外古今之意的细致梳理。
25 这里的依附性，主要是指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家长制”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关系，参见韦伯（2018：60）
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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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土地价格飞涨，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兴资本却可能造就一批新乡绅。因为传

统对土地的珍视，土地充当的是上升社会阶层攀升的入场券角色。比如，英国

圈地运动初期还有投机倒把的地主在经济混乱之际坐收渔翁之利，希冀成为新

的乡绅阶级（黄仁宇，2009：95）。经济上，资本主义和传统可以携手前进。

这是因为自耕农如果成功脱离传统的桎梏，充分利用自己的勤奋节俭精神为市

场而生产，就可以暂时取得独立地位，甚至保持对大农场经营的优势。此外，

这得益于欧洲的小农合作社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发挥着一种工具支持的作用（韦

伯，2018：129）。合作社可以创造新的农村共同体，保护农民不至于滑向个人

主义深渊，同时降低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从而增强农民对市场的灵活反映。

但是，一旦农业生产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小农经营的优势就日渐丧失了：他要

么成为农业资本的奴隶；要么成为农场主，即资本主义式地主。政治上，由于

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冲突不断加大，资本主义使农村贵族不断陷入债务困境，

继而瓦解贵族与农村的政治联系。在德国，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容克贵

族的生存条件与社会性格。

相较之下，美国的起源性社会状况以及由此造就的民情本质上更加民主。

移民初期，欧洲人所熟悉的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英国人的生

活习惯之中，而贫穷与灾难则巩固了身份的平等（托克维尔，2018：36-37）。

即使是南方大地主，也不像欧洲地主那样依赖农民的地租，因为它们本身没有

任何特权，不负有对奴隶的保护责任，他们不过是在财富上占据相对优势的阶

级，只有微小差别的贵族，从而不易引起人们的爱憎情绪（托克维尔，2018：

59）。在权力意义上，他们只是一个虚弱的阶级。虽然说南方移民带有贵族的

生活习惯，却不具备贵族的特权。相反，新英格兰地区完全是民主的“新社会”。

一来新英格兰移民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创业的理想而携带妻儿举家移民，

因而整个社会有着良好的道德秩序；二来新社会内部完全是中产阶级的、日益

均质化的社会（托克维尔，2018：40-44）。

此外，民主的社会情况一旦确立，配合继承制度的推广，尤其是其平分原

则激起的民情氛围，迅速瓦解掉家庭声望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值得一提的

是，北美殖民地政府在平分土地时，坚持民主与自由相结合的公正原则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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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平等的民情”。继承法默认财产的自由流通，承认“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

由、权限和资格立遗嘱处理其财产”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将土地完全平均化，

换来的是美国的社会情况比法国更加民主，因而每个人能够取得平等的发展权

利与条件（托克维尔，2018：549+66）。当然，北美土地所有权容易获得这一

客观条件也较容易支撑平等的社会状况。富兰克林认为，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土

地廉价，年轻力壮、懂得种地的劳动者可以很容易站稳脚跟（转自迈克尔·佩

罗曼，2001：294）。农民的土地多半是自己购买或者垦殖而来，土地是他们的

财产（韦伯，2018：126）。因此，北美农民是先于市场并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

资本家。他们“既是美国资本主义起飞的工具，又是这一起飞的殉葬者”（转

自米尔斯，2016：16）。此外，桑巴特（2014）认为，美国西部开放的边疆成

为“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屏障。这是因为，一来没有资本的人通过移居

西部而成为独立的农场主，二来边疆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往自由”的机会。

归根到底，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起步需要一定的民情基础。从韦伯的解释

路径看，贵金属流入、人口增加、战争需求、地理位置、乃至奢侈需求等因素

都有助于资本主义，但却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仅从商业角度看，北美殖民地

农民的经济很难说是“市场经济”，因为殖民地不产金银，外贸也多逆差，通

货长期不足，货币长期奇缺，就是殖民地农民也很难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秦晖，2017：364）。北美殖民地最初的淘金者，既无才干，又乏品德，急功

近利的拓殖也都惨败（托克维尔，2018）。此外，其早期历史贯穿着“借由长

期契约工人的劳动维持大庄园且乐于享受封建贵族生活的‘冒险家’”（韦伯，

2007：177）。相形之下，北方清教地盘则充斥着由于“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寻

求投资出口的资本（韦伯，2007：175）。整体而论，新英格兰一方面顺应其民

主的社会状况，同时以较为公正的方式化解贵族残余及其生活习惯，从而为资

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了社会条件。

相较于此，欧陆农村社会解决土地分配的方式则更为复杂，复杂的原因不

仅在于欧陆深受历史传统的束缚，还在于资本主义与传统的较量过程中，某些

传统社会力量会被召集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分化效应。尤其是官僚阶层的鄙视

心理、教权制的仇视、天主教的伦理束缚、传统知识分子的保守心态，以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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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公平诉求等情绪随社会条件变化而被调动起来或抗拒、或利用资本主

义（韦伯，2018：132-137）。因此，欧陆社会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以现

在的话说，就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公正问题。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暗含

这一点，即以何种方式建立平等的民情问题。法国大革命以最为平等的方式处

理土地分配，财产被过分分割，尽管缩小了贫富的差距，却激发了贫富双方的

彼此仇视，结果穷人与富人都没有权利的观念（托克维尔，2018：13+549）。

即便是美国，有着清教徒奠定的牢不可破的民主传统，对南部庄园贵族的胜利

仍然是艰难的，也付出了南北战争等政治和社会代价才取得的（韦伯，2018：

132）。最后，鉴于欧洲的传统，韦伯的预言充满了“欧洲化”味道，资本的强

大力量迟早会促进土地垄断，土地垄断总会创造新贵族，这很快会困扰美国。

总之，资本主义在欧美社会的拓展都分别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但历史起点上多有不同，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引导民情以制造公平竞争

的社会氛围，即托克维尔所说的如何建立“平等的民情”。一方面，欧洲资本

主义与传统力量的相互较量则更形复杂，资本主义既不可避免地瓦解传统生活

方式，也可能加大社会民情的断裂，这首先意味着如何避免欧陆的“家产官僚

制”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合流。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步并不意味着

外在社会条件的缺席：美国社会以较为公正的方式，通过民主与自由原则的携

手制衡，促进财产的自由流通，奠定了移民在机会均等或者说起点公平意义上

的发展机遇，从而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了最大的民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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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至此，我们沿着韦伯所提供的问题线索，先从新教伦理出发，考察了教派组

织与早期美国社会格局之内在牵连；在此之上，从韦伯政治立场反观了联邦党人

调和联邦制与共和理念关系的独特方式，由此剖析了美国联邦制这一独特的政治

架构及其伦理意涵；最后，我们回答了美国资本主义跟其早期社会民情的历史关

联。

美国之于韦伯，“或许就像英国之于前几代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一样”（韦伯，

2010e：26），代表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用韦伯的话说即“典型的历史个体”。

从方法论看，这里的历史个体并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具有历史性质的独特文化

体，强调其历史上的单独性，因而只能将各自文明加以探源式的考察而非自外于

历史的抽象归类，这种建构“要在往往且无可避免各具独特个别色彩的具体发生

关联里，致力整理出历史真实的面目”（韦伯，2007：24），即守护历史事物的

历史性。因此，一方面，美国文明的独特构造同欧洲文明一起构成韦伯普遍问题

意识的一个环节，美国文明为理解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一种方式，基于美国

文明的参照使我们对欧洲文明的理解也得以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现代性最充分展

现了普遍历史的内在张力，美国正与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肩前行，注定

会彰显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生活经验。不过，即使直接取材于美国经验的新教教

派经典研究，也只是韦伯支配社会学研究的前奏，还只能在漫长的历史考察中窥

见新教教派独特的历史效果。即使是“领袖民主制”也只限于以美国经验为典型。

此外，韦伯从历史比较研究中抽离出了领袖民主制的“凯撒制”以及“卡理斯玛”

要素。即使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在欧洲文明的狂潮中，激发韦伯历史想象力

的是罗马，而不是现在的民族国家（Scaff，2010：5）。在此种意义上，韦伯文

明比较恰恰是从“漫长的起源现代性”来理解现代人类命运，人类历史长河中的

文明理应都占有一席之地，由此美国只是“多元现代性中的当代典型”，这是韦

伯的“多元现代性”立场使然。

多元现代性的文明比较立场并不意味着韦伯陷入了价值上的多元主义、乃至

文化相对主义。关键在于，韦伯何以在文明比较中规避相对主义的？一方面，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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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文明比较的价值基础是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真切发问，即使在欧洲文明内

部，韦伯注定也会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因为如果没有客观的价值根基，无视文

明共同体间的“诸神之争”，文明比较才可能流于随意的主观妥协，这是韦伯一

再拒斥的“半吊子”文人作风。进言之，文明比较的真正基础乃在于我们首先是

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即“我们是文化人”。相反，“只要那些一味从某一特殊

阶级特定的现实利益出发的人，才会相信研究材料本身就能得出自己的价值判

断”（韦伯，2018：106）。另一方面，韦伯的文明比较并没有以相对主义的怯

懦而规避文明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而是尽可能通过延展诸多文明经验达致对现代

文明处境的本质性理解，故而帮助人们理性守护和尊重各种文明传统的价值内

核。因为人们正是从最为不同的终极观点来理性化生活的（韦伯，2007：51），

而生活的本真就在于它是实践的、感性的，因而充满主客观分立前的“斗争性”。

可以说，韦伯的文明比较坚持价值层面的“诸神之争”，即“价值绝对主义”（李

猛语），同时对时代现实的科层精神气质保持足够的清醒，尤其是德国市民阶层

身上的“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韦伯，2018：112），并在实践层面尽可

能延展诸多文明经验的可能性，从而让文明比较尽可能保持开放性而不流于庸俗

的逃避。在这里，文明比较的背后始终有韦伯所谓的“历史科学”之关照，旨在

关切“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素养”（韦伯，2018：100-101）。在此意义上，韦伯

的历史主义路径切入了本真的历史性。

那么，美国因何成为典型的历史个体？总体观之，美国文明的内核是建立在

清教教派基础上的团体生活气质，同时依照基于共和理念的民情纳入各种现代性

制度要素。其一，从历史起源看，美国社会以团体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可以追溯至

新英格兰殖民地时代以教派为中心的生活传统。早期的教派组织完全扎根于信者

的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具有广泛的根基。特别是教派的整个组织基础不仅融合自

发性结合原则，成员资格审查，以及兄弟之爱等伦理机制，还配合个人的心理动

机、顺应其利益爱好，进而推扩出美国人以融入团体为生活准则的观念基础。随

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以教派为中心的“精神贵族”意识依然延伸至更为广泛的

团体生活，并象征性地成为美国社会成员认同的伦理要件之一。其社会认同的基

础是特定的成员资质，但这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每个人经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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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培育的绅士品格。也就是说，社会团体的特性有赖于个人的积极伦理实践来

推动。由此，在起源上，新教伦理跟共和主义相距并不遥远，实质上都旨在造就

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生活（亦是社会的或政治的）秩序。正是宗教，使得美国民族

的理智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托克维尔，2018：573）。

新教强调自愿的服从，还有伦理生活实践，乃至对整个社会的无形教育，由此造

就了一种新的“社会人”形象，从而为建立民主政制提供了伦理支撑。

其二，从政治理性化角度看，联邦制暗含美国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兴

起，但又难以彻底脱离共和主义传统。此时，联邦党人仍在维护自由的生活方

式为最高原则之内吸纳联邦制。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各州之间的主权分享原

则，本身是一种基于共和理念的主权分配，同时又以权力的制约、平衡与分立

的制度设计为公民自由预留了伦理实践空间。如果说古典共和理念意味着一种

将公民的积极生活与公共关切的德性结合起来，那么美利坚人民则开辟了寓“共

和”于联邦民主共和制的路子。在此种意义上，联邦共和国是共和主义的，也

是民主主义的。此后，美国民主由托克维尔时代政体与伦理相称的格局逐步降

格为韦伯时代的“官僚化的民主”（韦伯，2009：223）。面对这一民主时代的

困境，欧洲的社会情势比美国社会提前陷入了官僚化，并与传统政体相互纠缠。

尤其是在韦伯时代，德国弥漫的官僚政治不断排挤议会权力，议会无权造成政

治领袖无权，领袖无权又滋生出望族心态，结果是政党内部派系林立（韦伯，

2010e：248-253）。相形之下，美国社会官僚化的特色在于以政党官僚化平衡

了社会结构之官僚化，以一种实质的政党忠诚而来的身份制衡了官僚制的纯粹

形式平等。同时，领袖民主与政党官僚化在美国政治实践中的相互牵制与互为

结合，结合参议院的优势，以及政治教育所培育的民情习惯等因素，提升社会

民主化水平之时，也将积极的公民生活注入其中。由此，韦伯希望民选总统与

议会制的有机结合引导德国走向真正的“政治成熟”，以二者超越历史积淀的

官僚化传统以及由此培植起政治家的政治意志。这似乎是这个“诗人与思想家”

国度的现代命运。

其三，历史转折点上的“事件”往往影响着塑造“平等的民情”的方式，

而方式的选择受制于社会内部的各种感性力量的角逐。资本主义在欧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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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都分别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但在历史起点上又有不同。一方面，

欧洲资本主义与传统力量的相互较量更形复杂，资本主义既不可避免地瓦解传

统生活方式，也可能加大社会民情的断裂，这首先意味着如何避免欧陆的“家

产官僚制”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合流。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步不意

味着外在社会条件的缺席：早期美国通过民主与自由原则的携手制衡而建立起

平等的民情，从而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了社会条件。

在上述意义上，节制的宗教传统奠定了美国社会最基本的民情架构，即作

为团体生活特征的民情。宗教的退隐不意味着宗教的消亡，而恰恰是在民情意

义上的完成。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力图为现

代民主共和国寻觅的基于共和理念的社会团结方案，尤其是对美国实践的这套

共和理念与人民主权原则所具有的规范性、普遍性、日常性的强调，以及对行

政专制与人民主权结合所促成的“新专制主义”的隐忧，也构成对韦伯时代“官

僚化的民主”的批判，二者本是“反思现代性”的两面。这也提醒我们，正是

美国文化制度基底的这些原初张力以及团体与生活相互交融的格局，仍是整个

美国社会能够伸缩的伦理动力，为“制度化经营”所主宰的现代人命运开辟了

另一种生活可能性。

总之，更深层说，美国文明的内在张力根源于新教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传

统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实际上，新教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传统在起源学意义上

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二者是表面互悖而实质互补的（托克维尔，2018；贝拉，

2016）。前者意在破旧，以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李猛，2010）赋予人们打

破传统主义惯习的伦理动力；后者功在维新，它刹住人们天性中“以暴易暴”

本能倾向，借此培育起温和的民情。由此反观，中国的“现代性”如果不能理

解自身，那仍然不能回避文明比较意义上的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如

何借助民情培育起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生活之道，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底线共识，

并由此参与世界历史的塑造，乃是重建中国现代性的当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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