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人格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 立足于与西方法治宗教之维的比较

乔 飞

我国的法制近代化、现代化�已走过了一百余年的时间 至

世纪末�最终确定治国方略为建设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以西方法律体系为蓝本�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现
代法律制度体系�然而法治社会并未随之形成�究其原因�除中
国缺乏公民社会基础、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等
因素外�传统人格的等级特权思想、奴性性格、权力本位、群体
本位等传统深层心理结构�与法治所要求的人格平等、人格自
主、个体本位等精神存在着根本冲突�传统人格意识成为我国法
治进程中深层次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以传统的人格心
理承载现代的法律制度�出现了内外失衡、表里扭曲的怪现象。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法治传统
来源于西方�而西方法治的精神核心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伦理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生。



中国传 统人格 龙识 与法 治粉 神 的 冲突

精神赋予了西方法治以灵魂。〔’〕本文试从中国传统人格意识特
征角度�探讨其与西方法治精神的冲突及深层文化原因。

一、等级特权与平等意识
就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来说�宗法伦理精神渗透和影响着法

的价值取向。宗法伦理传统的核心是血缘、辈份的等序观念�主
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君臣之
间的等级关系上升到 “三纲 ” 的高度�被视为不可动摇之 “天
理 ”。历代法律都不遗余力地维护尊长的权威、利益。子对父之
“不孝 ”�为 “十恶 ” 之罪�却没有父对子不尽责任之 “不慈 ”
罪 丈夫可以一妻多妾�妻子却可能因 “七出 ” 而被休 臣子

对君主 “不忠 ”�会被视为 “谋反、谋叛 ”�君主拥有绝对的立
法、行政、司法、军事权�但对其责任、义务及失职的制裁措施
从来不作法律上的规定。中国社会历来等级森严�不同等级的社
会成员在法律上公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法律中规定的 “议 ”、
“请 ”、 “赎 ”、 “减 ”、 “官当 ” 等制度�公然将贵族、官僚的等
级特权合法化 这种特权制度的合法化�使得贵族、官僚集团具
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这种传统的渗透下�人们不仅不追
求平等�反而视不平等为天经地义。

中国历史上似乎也出现过对 “平等 ” 的追求。孔子推己及
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

详见 〔美 〕阿尔伯特 ·甘霖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大学出
版杜 年版�内容提要及 页 〔美 伯尔受 《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

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版�导论。本文认同二书观
点�并以其结论为前提。
《论语 ·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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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认为 “它在理论范围内把所有的人置于了平等地
位’�〔〕�遗憾的是�孔子的这种 “平等 ” 思想并没有促成中国
社会对平等的实际追求。陈胜、吴广起义发出 “王侯将相宁有
种乎 ” 的呐喊�钟相、杨么起义提出 “等贵贱、均贫富 ” 口号�
但这些与现代法权意义上的 “平等 ” 内涵是不一样的。农民起
义取得一定胜利成果后�提出 “平等 ” 口号的人摇身一变成了
新的权贵�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他们当初革命起义的反面。他们推
翻了旧皇帝、旧权贵�自己又成了新皇帝、新权贵。清末太平天
国运动�有人认为它是受西方基督教影响而爆发的农民运动�提
出 “普天之下皆兄弟 ”、 “上帝视之皆赤子 ”、 “无处不均匀、无
处不饱暖 ” 等进步口号�表现出平等思想 但实际上�太平天
国的领袖们封建特权思想极其严重�在其占领南京后所实行的政
治制度与封建王朝没有任何区别 其信奉的 “基督教 ” 与正统
的基督教有天壤之别�按 《圣经》教义�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甚
至被视为 “异端 ”。所以�现代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在中国历史上
是不存在的。

平等是法治精神的关键要件之一。法治之下的平等要求所有
人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受法律保护�触犯法律平等地受法律
制裁�反对任何人在法律之外享有特权。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是
从事民事活动、商事活动、司法诉讼活动的前提。

对平等的追求�贯穿于西方历史中。亚里斯多德主张平等�
但又认为奴隶制是符合正义的。伯里克利期间�官职向所有等级
公民开放�取消了任职资格的财产限制�其主张的平等主要指政
治权利平等�即政治权利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但 “公民 ” 的

〔 论语 ·颜渊 。
〔 〕刘泽华主编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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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十分有限�奴隶、外邦人无公民权�占人口一半的广大妇女
也无公民权�雅典公民仅占总人口数量的 。古代罗马法第
一次从法权意义上提出平等�但那仅限于罗马市民�奴隶不包括
在内。公民权是罗马市民所有的特权�奴隶虽是居民中的绝大多
数�但在法律上不是自由人�只是权利的客体�是奴隶主的财
产�可以由其自由买卖、奴役或惩罚。斯多葛主义者提出 一切

人�包括奴隶和野蛮人�相互都是兄弟�神赋予世界上每个人相
同的理性�人与人之间彼此平等�与现代意义的平等颇为接近。
但斯多葛主义的主张仅在少数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中流行�对下
层民众并无多大影响�而且斯多葛主义提倡消极避世�推崇、欣
赏自杀�主张公妻制�反对家庭与个人婚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
能实行�所以公元 世纪前后�斯多葛主义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真正在实质意义上给西方法治带来关键影响的平等观是基督教提

出的。
基督教认为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有罪性的人�任何

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
耀’�〔〕�即所有的人作为堕落、有罪的受造物都是平等的。对于
救恩�上帝 “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功效�平等地给予世界上每一个人�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珍贵无比�甚至他的头发都被神
数算过。在 “因信称义 ” 基本教义问题上�对于每一个人都是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每

〔 〕 圣经 ·罗马书》 章 节。
〕 圣经 ·彼得后书 章 节。

〔 圣经 ·罗马书》一。章 一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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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罪的个体之人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就一定获得属灵的永
生。所以在救赎的问题上�也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并不分犹
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耶稣里
成为一体了’�〔吕〕�也就是说�不论人的民族、种族、性别、出生
或社会地位如何�在上帝的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约 ·膝利门书》记载 奴隶阿尼西姆从其主人膝利门处

逃走�逃到罗马遇到使徒保罗�归信耶稣基督。按当时罗马法
律�逃奴应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前排利门也是由保罗带领成为基
督徒的�保罗特别为阿尼西姆向膝利门求情�希望将阿尼西姆当
作一位主内亲爱的弟兄而不是奴隶看待�用爱心接纳阿尼西姆�
就如同接纳保罗本人一样。〔〕可见�基督教对待罗马奴隶制的
方法�是以基督徒相互尊敬、爱护的平等原则�使之在基督徒对
上帝的信仰中自然消失。阿尼西姆后来回到了膝利门身边�他们
不再是主奴关系�而是平等的弟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
在教会拥有使徒的权柄�又较年长�在对待一般信徒膝利门时�
并没有武断地命令�而是 “宁可凭着爱心求 ’�〔’“〕�他与排利门
之间那亲爱的平等关系也得以证明。保罗、膝利门、阿尼西姆�
一个是位高权重的领袖�一个是教会普通的一份子 一个是奴隶

主�一个是本该被处死的逃奴�尽管地位悬殊�但在耶稣基督的
信仰里都成为平等的弟兄了。

基督教不仅主张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同时也主张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 《旧约》的 《摩西律法》�领袖、国王、百姓都
必须遵守�并且上帝总是特别告诫为王者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

《圣经 ·加拉太书》
圣经 ·膝利门书 。
《圣经 ·膝利门书》

章 节。

章 节。



中国传统 人格 龙识 与法 治价 种 的 冲突

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川 一旦触犯�不论什么人�必须承
受律法明文规定的制裁。《摩西律法》规定 “打人以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治死 ”�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
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

《旧约 ·列王记上》记载�亚哈王贪求拿伯的葡萄园�但拿
伯敬畏耶和华 上帝 �拒绝了国王的无理要求。于是亚哈王纵
容王后耶洗别陷害拿伯�并在拿伯死后侵吞其田产。上帝差遣先
知以利亚对亚哈王宣判 “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
你的血 ” 论到耶洗别�上帝说 “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
洗别的肉。’�〔” 〕可见亚哈虽贵为国王�耶洗别虽贵为王后�在上
帝面前也绝没有特权去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 他们滥用权力�铸
成大罪�虽是国王与王后�触犯法律一样受到法律规定的制裁。
人的生命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而宝贵的�不论是国王还是平民。

在法律的适用上�上帝宣告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
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
的邻舍。’�〔’〕 “穷人 ” 与 “有势力的人 ” 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任何人不享有特权。

基督教的平等精神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基督教是民
众的信仰�其主张不仅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基
础。公元 世纪基督教开始成为罗马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支柱�其
伦理精神逐步向罗马法渗透�给罗马法的法律制度提供了精神指
向�《狄奥多西法典》、《优士丁尼法典》在身份制度改革方案论
证中�“上帝的评判 ”、 “上帝的仁爱 ” 都是皇帝们常用的论证依

川 圣经 ·申命记 章 节。
〔一〕 圣经 ·出埃及记 章 节。
一 圣经 ·列王记上》 章 、 节。
〕 圣经 ·利未记 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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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根据基督教教义�既然罗马境内的居民是基督徒�则他们就
是上帝的子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罗马皇帝多次发布救令�使
奴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自由�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趋向平等
化。〔’〕中世纪基督教在西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基督教 日益成
为广大民众信奉的精神力量�其伦理精神为法治的有效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当天主教会随着权势、利益的膨胀�日益偏
离基督教的精神原则时�出现了 “教阶制 ”�信徒、教士、主教
之间的身份地位极不平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人
文主义者又都是以原始基督教教义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展开斗争。
基督教文明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给世俗法律注人了灵魂�也
为不人道的世俗法律制度指明了变革方向。英国的 《权利法
案》、美国的 《独立宣言》、法国的 《人权宣言》均将平等与自
由列为人类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也都声明人的权利来源于上帝恩
赐�因为人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精心设计和创造的。 世

纪英国的奴隶制度的废除�是由 “克拉朋联盟 ” — 威伯福斯

和另外七个聚集在他周围的基督徒议员完成的。八个基督徒议员
以坚贞的信仰、不屈的精神、不同的专业但相同的天召战斗在一
起�未发一枪一弹、没有枪林弹雨然而面临排山倒海的咒骂、威
胁�经过近 年的和平立法程序�终于结束了欧洲大陆几千年
的奴隶制度�并且触发了日后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 世纪

年代�声势浩大的美国废奴运动中�有 的废奴主义者是基督

教神职人员 基督徒哈利特 ·比彻 ·斯托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
对摧毁美国奴隶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字里行间激情澎湃�
遍满 《圣经》章节 斯托夫人称 小说不是她写的�真正的作
者是上帝�她只是笔录下上帝的口授。毫无疑问�没有基督教信

〔 〕参见何勤华主编 《多元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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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支撑�人的尊严、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西方不可能得到有效确
立。所以基督教文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这种影响至
今犹存�基督教的平等意识�成为西方法治的内在生命线。

在中国�数千年的等级特权观念�已在国人心灵深处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烙印�形成了一种人格精神而长期存在�它并没有随
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逝。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可谓不健全�封建
等级制度也在法律条文中被全面废除。但当代社会现实中 “官
贵民贱 ”、 “刑不上大夫 ”、 “党员特殊 ”、 “干部特殊 ”、 “国家机
关特殊 ”、 “只能享受权利、不能履行义务 ” 等特权思想仍很流
行。一些人掌握权力后�思想深处认为自己是 “人上人 ”�将 自
己的自尊膨胀到极限�下属在他面前只能百依百顺�容不得任何
不同意见 同时自己也喜欢高高在上�愿意别人如同 “众星 ”
将自己如 “北辰 ” 拱卫起来。甚至将职权公开当作特权�凌驾
于法律之上�在社会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也践踏了法治�导致社
会上 “重权 ”、 “轻法 ” 思想 日益严重�使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 的法治思想在现实中陷于 “纸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 ” 两张
皮的尴尬境地。

基督教认为�人天然的本性是自我中心、高抬自己�一旦拥
有权力或势力�很难从心里认同自己与他人平等 而接受上帝救

赎信仰的人必然 “重生 ”�得到上帝 自己的 “圣灵 ”�从而拥有
一个全新的内在生命。 “重生 ” 之人在 “圣灵 ” 的引导下�逐步
接受上帝律令 主要是 《圣经》 的规范�并在信仰生活中将之
内化为生命的导航�使得新生命逐步成长壮大�人人平等信念也
随之逐步被固化为信仰者的深层意识和无意识。尽管自己或他人
的地位、才能、财富与众不同�但人人平等是上帝的法则�人的
外在优越条件决不能形成与上帝诫命相对立的规则。西方法治的
平等精神�是以基督教信仰为背景才得以真正产生。在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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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中国见到这么多封建特权现象�除了传
统的巨大惯性之外�内心缺乏约束、缺乏真正的信仰支撑才是问
题的关键。

二、主奴根性与人格自主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

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
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
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
家。” ’“〕同样�一个国家只有当人民的意识主要是法治意识时�
法治国家才能建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

化。儒家伦理在漫长的历史中�模塑了我国国民的奴性性格 对

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否定主要通过人身关系的依附而

实现。儒家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尊卑名分去行事� “三纲五常 ” 被
视为万古不变之 “天理 ” 和立国之本�个人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被无情地否定。在家庭�孩子 “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
将来 ‘人 ’的萌芽’�〔’〕�父母拥有对子女的教育惩戒权、财产
管理权、婚姻决定权�即使在子女成家立业以后仍要 “通财合
食 ”�不得擅自 “别籍异财 ”。传统的亲子教育不是尊重子女的
“主体自我 ”�而是 “他制他律 ” 式的。官民之间�官员视百姓
为 “子民 ”�百姓视官员为 “父母官 ”。上下级之间� “官大一级
压死人 ”。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均被纳人到一定的 “差序格局 ” 之

〔 〕解思忠 《国民紊质优思录》 作家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鲁迅 《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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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方依附另一方�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支配、领有和被支
配、被领有的关系 “依附 ” 意识内化为人的性格�从而使人格
变态、扭曲�众多变态人格的集合�形成中国人的 “主奴根
性 ”。人是上一级的奴才�又是下一级的主子 一面是主子相

— 气指颐使�另一面是奴才相— 卑躬屈膝�真正 “人 ” 的
个性撕裂于主奴角色的变换之间 ’“〕

鲁讯发现中国古老文明原来是一桌 “吃人 ” 的宴席�中国
传统文化是 “吃人 ” 的文化。吃人的方法虽有种种�但最终 目
的相同 消灭 “人 ”�让人变成奴隶或主子。传统伦理通过束缚
人的个性、阉割人的人格�即 “吃人 ”�使人的灵魂扭曲、人的
性格变态�最终造就出大批的丧失人格、难以救药的奴才群。人
与人之间不仅有 自上而下的压迫�而且被压迫的人也去压迫别
人�被别人吃的人也去吃别人 自己是更强者的奴隶�又是更弱
者的主子。众生满足于或奴或主、或主或奴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就是不想争取做一个 “人 ”。主子和奴才没有绝对的界限�有时
候表现其奴性�有时候表现其主性�偏偏就没有表现其 “人 ”
性的时候。‘

儒家精神使人性受到严重扭曲�压抑个性、束缚主体�禁锢
了人们自由、平等的思想�使得人的思想难以自由�人的行为难
以自主�人的地位难以平等。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的联系�
在长幼尊卑、等级分明的伦理道德支配下�产生了家长主义、王
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 “权力至上 ”、权力崇拜、 “官本位 ” 意识
心理自然产生�人们没有个性与自主意识�奴性性格、 “臣民意

参见刘再复、林岗 《传统与中国人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年

版�第 、 页。
同上 第 、 页。

、‘少胜口�‘吕口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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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强烈�从而导致了专制的人治主义。
自主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又一结构要素。法治在本质上是对人

的解放。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支配力�
人的选择权、决策权等都是法治要保障的自由和权利的内容。尤
其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人作为有自主意识和平等
身份的主体�人要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决定采取行为的种
类和过程�自己评价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只有主体意识觉醒
才能使人成为具备责任能力、承担义务的主体。

与中国传统人格精神相反�基督教重视人的人格自主、尊重
个人主体的地位。在神和人的关系上�一个基督徒是为自己而非
他人去信仰�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上帝和人的关系在灵性上
是父子关系�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作为父亲�上帝深深爱着他的每一个孩
子�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独立且尊贵的。所以耶稣宣告 “神爱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川 任何一个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才
能进天国 每个人必须单独对上帝负责�永恒的生命不能因为属
于世上某一团体而获得�只能取决于个人自我主体对救恩的接
受 在日常的信仰生活中�除了集体的团契生活外�每个基督徒
每天都要独自面对他们的主�读经、祈祷、静思默想等�都在个
人和上帝之间进行�若有难处�个人自己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上帝
面前寻求帮助�“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
你们得安息 ”�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

〔 〕
毛 〕

圣经 ·罗马书》 章 一 节。
《圣经 ·约翰福音 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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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

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

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 亘拿好东西给儿女�何
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 〕这些应
许�是给每位作为个体的基督徒的�上帝渴望每个人都能来到他
面前为各种各样的事祷告、祈求。同样�上帝对人的审判也是
“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保罗说 “我们立了志向�要得
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本
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也就是说�个体的人绝对地要对
自己的全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承担责任 今生的状况、永恒的
结局绝对地取决于个人自身的信仰实际。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
在耶稣被捕时三次不认主�否认与耶稣的师徒关系�但他很快悔
改�被主饶恕�最后受到耶稣信任并委以重托�成为门徒的领
袖、犹太教会的长老 而另一个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钱的利益
将耶稣出卖给公会�但他拒绝悔改�最后自缀身亡�且在永恒里
也永远成为 “灭亡之子 ”。两个门徒截然相反的结局�来自于二
人各自对基督信仰的不同回应。在基督教信仰里�每个人独自承
担自己行为选择的后果�人格的自主�是信仰得以建立与维持的
前提。

在父子关系上�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既是上帝
的恩典�人就有责任珍惜、爱护、善待之。上帝如何爱人�人也
要如何爱自己的儿女。上帝爱人类�甚至自己 “道成肉身 ”�降
临到卑微的人间�为父的也当为儿女奉献自己。同时�儿女的生

〕 圣经 ·马太福音》 章 一 节。
圣经 ·罗马书》 章 节。

〕 圣经 ·哥林多后书》 章 一 节。
圣经 ·诗篇 篇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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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神所赐�其秉赋、爱好、兴趣父母应当尊重。儿女不是自己
的私有财产�父母没有权利随着自己的私意将自己的决定武断地
强加于他们�更没有 “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 的特权�那是
得罪上帝的事。儿女年幼时�父母是上帝对儿女的委托代管人�
只能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摩西十诫》中头
四条是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六条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父亲必须教育、引领子女建立这两方面的关系�否则在上帝
面前就是失职。对儿女教育的内容、方式、手段都不能违背
《圣经》的精神。在儿女长大成人后�父母就要让子女独自去处
理各种关系和诸般事务。在上帝面前�子女的人格对父亲来说是
独立的。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即使存在主仆关系�二者在人格上仍是
平等的 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他们的真正主宰都只有一
个— 耶稣基督。对于仆人�神吩咐在工作事务上 “要凡事听
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同时告诫作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地待
仆人 ”〔“〕� “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
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洲 。这是一种虽有雇佣 领导和部下、
上级和下级 关系�但却是在神面前、在双方的人格地位上平
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看不到鲁讯所说的凶兽和羊、专制的
主子与盲从的奴才之间人 “阉割 ” 人、人 “吃人 ” 的奴役关系。
“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作自由之人蒙召

的�就是基督 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 的�不要作人的奴

〕 圣经 ·以弗所书》 章 节。
圣经 ·歌罗西书》 章 节。
圣经 ·歌罗西书》 章 节。

、 〕 圣经 ·以弗所书 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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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神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压制人�因为每个人都是耶稣
基督用十字架舍命流血的重大代价赎买回来的。对于被领导者、
地位地下者�上帝愿意他们得自由�尤其是心灵、人格、精神上
的自由。耶稣在世上一开始工作就宣告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
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

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
禧年。��川

所有这些基督教的原则�必然促使信奉者主体意识的觉醒、
个人的自立自主意识得以张扬�而这正是法治精神所需要的。

基督教的人格自主独立精神同样给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了深远

影响。在古罗马市民法中�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规定与中国古
代法律极为相似。家子不具独立人格�其人格被家父人格覆盖�
《十二铜表法》第四编规定�家父对家子拥有出卖、惩戒、生杀
等权力 妇女法律地位同样比较低下�结婚后即归顺于丈夫的夫
权。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在帝国后期�家父的上述权力逐渐被限
制�家子人格趋向独立化�妇女地位明显改善�夫权制度走向衰
落� 〕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逐步得到尊重和保护。古代日耳曼
法在人的性别、种族、地位等方面存在严重歧视�公元 一 世

纪逐步受到基督教人人具有尊严的教义影响�对妇女、儿童、奴
隶、穷人的保护大大改进。以婚姻为例�古日耳曼普遍实行买卖
婚�男方只需向女方的父亲或监护人支付对价�女方即被交付男
方为妻�无须女方本人同意�她仅是买卖的对象 接受男方对价

〕 圣经 ·哥林多前书》 章 一 节。
一 圣经 ·路加福音》 章 一 节。
〔 〕参见何勤华主编 《多元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美 〕阿尔文 ·施密特 《基曹教对文明的影响》�注晓丹、赵烧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了多 中西法津 传统

的也不是女方本人�而是她的父亲或监护人。在日耳曼人接受基
督教以后�妇女的地位有明显进步�家父对女儿的绝对领有、支
配地位受到动摇�对其父缔结的婚约女儿有否决权�女儿自己为
婚姻契约的当事人�与男方订立婚约�其父或监护人仅有同意
权尸 〕女性在结婚问题上�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其独立性、自主
性大大增强。

基督教人格自主的信念直接触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
中世纪�由于教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长期积攒大量财产导致教
会腐化�教阶制产生了一大批腐败的教职人员�教会内的一些高
级教士违背 《圣经》原则�沉酒于世俗享乐生活�引起了信徒们
的强烈不满。天主教会认为�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掌握信徒进入
天堂的钥匙�上帝对信徒的拯救是通过教会进行的�信徒必须按
教皇和教会的指示行事才能得救�使得信徒对教士、主教、教皇
产生了人生依附关系�严重背离了正统基督教原则。马丁路德进
行宗教改革�高举 “因信称义 ” 真理�认为一个人的得救是他
自己对上帝救恩接受的结果�强调尊重个人人格的自主、独立和
自由�主张 《圣经》是唯一权威、基督徒人人平等�反对教阶
制。宗教改革被称为 ‘人的发现 ”�人需要面对自己信仰的选择
和代价�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作出决定和选择�个体自觉、自我
决定的观念随着宗教运动和当时的印刷术而深入人心。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由贵族发起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那么宗
教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平民革命�对社会的影响远比文艺复兴要
深刻。它产生了近代西方新教国家�进而形成西方 “资本主义
精神 ”。作为宗教改革的产物� 一 世纪在尼德兰最先发生了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它们是 “近

〔 〕参见李宜深 《日耳曼法概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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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方民主史的三大模式和典型�而整个 、 世纪的西方政

治史�几乎是围绕它们展开的 ”�〔〕近代法治、宪政自然也是围
绕它们展开。

三、群体本位与个体为本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孔

子思想的核心是 “仁 ”� “仁 ” 字从二从人�讲的是人与他人即
二人以上群体的人际关系 “仁 ” 的含义是克己的、利他的行
为�是为群体的行为。它涉及个体如何与群体、社会保持自觉的
协调问题。首先�个体面对伦理秩序化的群体应承担无限的道德
责任�最终使个体缺乏对群体秩序的理性批判精神�导致个性的
丧失与毁灭 其次�个体与群体相比较�处于绝对卑微渺小的地
位�群体秩序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要求个体 “无我 ”、 “无
欲 ”�完全埋没于群体之中。儒家极其重视个体修养�但其内容
不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是个人对群体承担无限义务。故儒家
伦理体系中只有个体而没有个性�扼杀个性、取消独立人格和尊
严成为必然。这种法律文化精神强调以群体为本位�注重群体的
利益和对社会人格的塑造�个人对社会�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
益重于个体利益�个人的价值、情感和意志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
以实现。而对个体的自由、自主、自尊、自强等则不太重视�结
果只能以牺牲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自由为代价�个人的自由权利精
神无法得以形成�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压抑了
以关心具体个人、保障人权自由为宗旨的法治的诞生。
法治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主体地位� “人 ” 构成法

治存在的核心价值�成了法治精神的主体�法治尊重每个人的人

〔 〕应克复等 《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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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格和尊严�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追求每个人全面充分的
发展�法治之下的法律制度以每个人均有选择与行动的能力为其
正当性基础。

个体为本思想核心是强调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

和尊严。在西方个体主义有多种源头�包括斯多葛主义、犹太
教、基督教、罗马法学家对个人权利的阐释等�但基督教最终提
供了个人本位主义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尽管在古希腊有一定的个
体意识�但古希腊社会仍是整体主义社会。亚里斯多德就说
“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 自己�而要认为所有人都属于城
邦�对每一部分的关心应当对整体的关心符合一致。’�〔〕伯里克
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中的演讲也表达 了同样的观点 “雅典人为城
邦而生�不是城邦为雅典人。’�〔“〕古罗马社会也是一个整体主义
的社会�没有真正个人主义的追求。个体为本意味着权利本位�
但在罗马�没有出现 “权利 ” 的概念 “盖尤斯和优士丁尼 《法
学阶梯》中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三分体系恰恰是在没有 ‘权
利’概念的前提下进行体系构建的结果�一旦权利的概念被抽
象出来并逐步发展成熟� 《法学阶梯》的三分体系也就开始解
体。’� 〕因此� “真正的自由�个人之权利以及对个性的尊重�
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里无处可寻。’� 〕也就是说�在基督教出现
以前�整个人类没有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思想�即个人相对于国
家或社会是自主、独立的个体。弗里德里希在追溯西方宪政传统

〔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 》、颜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古希腊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年

版�第 页。
方新军 《盖尤斯无体物概念的建构与分解》�载 《法学研究》 佣 年第 期。
〔美 〕阿尔文 ·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晌》�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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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时指出 “宪法的目的是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
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这种自我的优先�植根于基督教信
仰�最终引发了被认为是自然权利的观念。’�

基督教将个人的价值置于突出的地位�尊重个人的自由发
展。每个个体的人�均具有独立的 “位格’� �在上帝的眼中
都看为至宝。 “审视个人自由的发展时�你会很明显地发现�正
如人类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基督教的影响显而易见。’�’�〕
上帝在创造人时赋予每个人以自由意志�上帝充分尊重各人的自
由意志�希望他的儿女们在他的旨意中享受充分的自由与幸福。
人可以选择做或不做某事�只是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每个
人都是天父上帝精心杰出的创造�所以摧残个性、束缚自由决不
是神的心意 正如山川的壮美在于各自独特的造化神工�神希望
每一个儿女的独特秉赋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样可以彰显他作为
造物主的荣耀�是令他喜悦的。

基督教主张的个体本位有其神学渊源。人的生命在上帝眼中
贵重无比�出于对人类的大爱�上帝不惜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为拯救人类不致灭亡。人的生命由灵魂与肉体组成�
生活分为精神生活 特指基督教信仰所代表的灵命更新、灵命
成长、灵命的品格、与神的关系等�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精
神生活 与世俗生活两部分。肉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灵魂是
永远的。人应在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追求关乎灵魂的、精神

〔美 卡尔 · 弗里德里希 《超验正义— 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
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巧 页。
“位格 ” 指个体的生命存在�每个位格均包括思想 理性 、情感和意志等组
成部分�参见雷历 《基础神学》�香港角石出版有限公司 年简体宇版�
第 、 一页。
美 阿尔文 ·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赵必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工︸内�沙‘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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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的事。耶稣特别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教导人 “不
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
要赐给你们的’� 〕至于肉身世俗的生活�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
知足’� 〕、。基督教信仰是在世而超世、超世而人世的�它通过把
精神生活相对独立并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人的灵魂以高度
的神圣意义�使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卜帝自己以圣灵的位格住在人的灵里�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优
位、超越于一切世俗的社会关系。人的灵魂由于圣灵的内住和运
行而不断更新�使人有能力用精神生命再去统摄、支配肉体的世
俗生活�从而使人的整个生命的各个部分均统摄于圣灵的支配之
下。人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个计划、决定�不再仅仅是他个
人的事�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计划如何通过他个人得到实现�从而
赋予世俗秩序和国家政权以工具性而非终极性价值�个人于是成
为世间秩序的落脚点和终极目标�个体本位的信念得以形成。这
种信念被基督徒大众普遍接受�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影
响着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并代代流传�最终内化为西方人的深层心
理意识和心理结构�为西方的宪政、法治的形成预备了主体意识
要件。

“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
在 《大宪章》 巧 、英国的 《人权请愿书》 、 《人权
法案》 �当然还有在 《美国人权法案》 里都有

所体现 ”。 “只有个人自由的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才能
存在’�〔〕�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最为普

〔 〕 《圣经 ·约翰福音》 章 节。
〔 〕 圣经 ·提摩太前书》 章 节

〔 〕 〔美 〕阿尔文 ·施密特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赵巍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侧“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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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基督教强调个人及个人自由的重要�表明了每一个人在神眼
里都珍贵无比�正如每个儿女在慈父面前都极其宝贵一样。

基督教还催生个体 “权利意识 ” 的诞生。因为每个人都从
上帝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基督教主张信仰至上�上帝的旨意高过人的一
切法律和权力。一般情况下基督徒有遵守法律、服从政府的义
务 但当国家或法律的要求违背神旨意时�每个基督徒有权拒绝
服从�这就是所谓 “违法的权利 ” 或 “公民不服从原则 ”。 《使
徒行传》记载 公会当局严令禁止基督的门徒不可传道�彼得
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因为传教
是耶稣基督给每一个门徒的重要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
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
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传道无异于违背天命�此类规
定是使徒们不可能遵守的。又如�上帝在 《摩西十诫》规定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
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以理书》记载 国王下令臣

民俯伏敬拜他自己的金像�犹大人中忠心遵行上帝诫命人的拒
绝向王的金像下拜�即使面临被烈火烧死的危险也不顺从。又
记载 国王颁布禁令 不论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

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总理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仍
在自己家中一 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

《圣经 ·使徒行传》第 章 节。
一 圣经 ·马太福音》 章一一 节。
〕 圣经 ·出埃及记》 章 一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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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结果被扔到狮子坑中�但得到神的保护�奇迹般地脱离了
危险〔〕。

德沃金在谈到所谓 “违法的权利 ” 时提出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之下�或者至少在原则上尊重个人权
利的民主制度之下�每个公民都负有必须遵守全部法律的基
本道德义务�即使他宁愿某些法律得到修改。他的这一义务
是对他的同胞们负有的�因为他们为了他的利益而服从他们
所不喜欢的法律。但是这种一般的责任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
责任 因为�即使一个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也还可能产
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而一个人�除了他对国家的责任之
外�还负有其他的责任�一个人必须履行他对所信仰的上帝
的责任和对自己良心的责任。如果他的这些责任和他对国家
的责任相冲突�那么最后�他有权做他 自己认为正当的
事情。〔〕

即一般人有服从政府法律的责任�但当服从世俗的法律或命
令和他们的信仰、道德责任相冲突时�他有权利遵从自己的良
知�主张或实行上帝赋予他的权利。

西方的个人主义�就其本义来说是对个人人性、个体尊严的
尊重�并非极端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思想被称为 “利己主
义 ”。我国在上世纪 至 年代�曾多次批判出现于我国、来
源于西方的 “个人主义 ” 倾向�明显表现出对西方个体为本文

〕参看 圣经 ·但以理书 、 章。
〔 〕 〔美 罗纳德 ·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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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的抵挡。当代中国已经越来越重视个人权利�如民法中对
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规定�对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的保
护�宪法、物权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个人的物质、精神利益
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这些对权利本位观念的推广和传播�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司法诉讼中�绝大多数案件是民事案件�
也证明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

但必须承认�我们的立法、司法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相比法治
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司法实践的起诉难、判决难、执行难就
是证明。公民通过法律途径实现自己个人权利的范围在实践中还
非常有限。同时�传统群体本位的心理依然根深蒂固。

群体本位意识下�是把一个群体、一个集团内的所有人看成
一个 “我 ”�通常由此群体的权力掌握者来代表。个体仅是群体
的附庸�是群体的、社会的、政治的工具�只能被动地接受群体
的主宰�缺乏自身的自由与权利。而个人本位是将任何人当作一
个个平等的个体。群体本位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的�法治关怀
的是具体的个人�个体优于社会、社会优于国家�法治是以个体
为本位�要求弘扬公民的个体独立意识、主体意识�法治以公民
的 “权利至上 ” 而不是以国家或社会群体的 “权力至上 ”。基督
教给西方法治提供了个体本位信念�而中国至今仍缺乏个体本位
的精神土壤。

四、结语
梁漱溟先生有句名言 “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 中国之

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 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划
等级特权思想、主奴根性、群体本位观念与人人平等、人格自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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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个体本位等法治精神的抵触�实质是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
与以基督教为灵魂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比较而言�儒家注重
人际之间的 “义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 “外在秩序 ” 基督教强

调人际之间的 “爱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内在和谐 ”。儒家的
人际关系是上下两点的线段关系�人与人之间趋向差等 基督教

义中的人际关系是神人三点的三角关系�人与人之间趋向平等。
儒家侧重于 “向上服从�向上维护 ”�基督教侧重于 “向下尽
责、向下关怀 ”。千百年来�文化之间的不同价值取向造就了中
西不同的人格心理和人格意识。不同的价值取向难以用孰优孰劣
简单地加以评价�但儒家文明奠定了两千年君主专制的 “人治 ”
传统�而基督教孕育了西方的 “法治 ” 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的文化的确 “历史悠久、光辉灿烂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
认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传统文明法治基因天然缺失的事实。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吸收外来文明因素�改造我们固有的传
统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使之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西方法治
的精神源泉— 基督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本文的宗旨是寻找中国传统人格意识与法治精神的不同之

处�但绝不意味着我们传统的一切都与现代文明抵触 相反�笔
者认为�传统中有许多宝贵的精华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如�儒家
“在上位�不陵下 在下位�不援上 ” �〕的思想可以成为法治
社会人人平等的思想基础 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家 “中和位
育 ”〔’〕伦理观在很多层面上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有着契

〔一〕 【宋」朱熹 《四书》�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
〔 〕 《中庸 》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后世儒家提出
“中和位育 ” 之说 作为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加以崇奉。



中国传统人格 龙识 与法治桥神 的冲突

合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刘 主张人积极进取、自强
不息的思想与法治精神容涵不悖 “忠恕 ” 之道、 “诚信 ” 品格
正是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的。这些问题拟另文探讨�在此不作
赘述。

〔” 〕 《周易 ·乾卦 ·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