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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哲学视域下自由与秩序的制度建构

张 志 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摇 要] 自由是人的自主活动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是人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一种确

证。 自由的本性追求与秩序的内在功能决定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自由与秩序存在着一定的张

力,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个人自由何以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

矛盾,根源于国民的自主性与独立人格尚未确立,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自
由问题会日益凸现出来。 因此,在当代中国,在一定秩序范围内亟须开展一次新的个性解放运

动,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创新与建构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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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由与秩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二
者是对立统一的。 人的本性是自由,而制度的本性

是秩序。 从人的内在本性上讲,人希望自由地、无拘

无束地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本性,这样

不免引起冲突,秩序就成为必要。 另一方面,人又受

到秩序的约束限制,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由

制度事先设定的,人的行为受到限制,因而人是不自

由的。 制度使自由与秩序保持一定的张力,既保障

人的自由度,又能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一、自由价值观的逻辑考证

追求自由、向往自由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

想目标。 早期的人们把自由看作如同原始社会般无

任何约束的自然的生活状态。 柏拉图把有无自由看

作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依据,他认为人分为公民与奴

隶,公民是自由的,不依附他人,也不受制于他人的

强制与奴役,而奴隶则依附于他人,只是一种会说话

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因而奴隶不是人。 亚里

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为人所独有,而奴

隶没有理性,所以奴隶既不是人,也没有自由。 到了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人是上帝的奴婢,哲学是神学的

奴婢,理性是信仰的奴婢,因此所谓的自由只能是意

志的自由,但以皈依上帝为前提。 人文主义者开始

解放理性与哲学,但也是把自由理解为意志的自由,
“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

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冶 [1]。 人文主义者把自

由看作人的本质,从而批判基督教对人性的束缚与

扼杀。
近代哲学以人的解放为中心,以反思的精神确

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 自由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更

多的含义:
第一,自由是人自我保存的本性,是人生存的权

利。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从人的本性出发讨论国家和

社会的政治制度,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为资本主

义制度做了理论论证。 霍布斯认为,人首先是一种

“自然物体冶,因而人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人的社会生

活受“自然本性冶支配,人的“自然本性冶就是人的

“自然权利冶,由于每个人都要去实现自己占有一切

的自然权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人与人的争斗。 解

决的办法只有通过契约,把大家的权利交给一个人

或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

志,建立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来确保每个人权利的

实现和自由的发展。 洛克也赞同人的自由本性,只
是他反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冶是“战争状态冶的看

法,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自由、平等的美好状态,
人民只是交出部分权利,国家元首也是订约一方,当
他不能维护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时,人民有

权推翻他。
第二,自由是人参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权



利。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但
在专制政体下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共和制的国家实

质上也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只有靠法律来保

证。 “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
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

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冶;“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

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

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

会有这个权利。冶 [2] 伏尔泰认为作为天赋的权利的

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

的那种权利冶 [3]。 自由首先意味着反对专制暴政和

教会的专横,表现为人身和财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和信仰的自由。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
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

所剥夺,而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有革命的权利,从而

用强力夺回和维护自己的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

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

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冶 [4]

第三,自由在于对必然性的认识。 这个思想可

以追溯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 伊壁鸠鲁从他的偏斜

学说中引出了自由的概念,认为原子不仅做直线下

落运动,也可以有“离开正路冶的偏斜运动,这两种

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万物。 因此,事物的发展不

仅在于必然性,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伊壁鸠鲁在

肯定必然性的同时,强调了人的自由,这就从理论上

为论证公民个体自由意志提供了依据。 霍布斯从因

果之间的联系出发,批判了唯心主义者的“意志自

由论冶,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脱因果必然性制约

的所谓“自由的冶意志,人的意志做出的任何选择都

是有原因的,都是人们权衡利害得失的结果。 这样

一来,霍布斯就否定了人的自由自主的独立意识,把
人的一切活动看作是机械运动,人不过是自然必然

性的附属物而已。 莱布尼茨认为自由不是意志的选

择能力,而是从潜能向现实的自我发展。 他认为

“自由就是自发性加理智冶,一个自由人应该认识到

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自由是被理性所决定的,
是必然的行为选择。

西方哲学发展到德国哲学时代,面临着诸多问

题,其中主要是理性、自由与形而上的问题。 康德试

图用“二律背反冶解决自由与理性的矛盾,他认为人

一方面是一种自然存在,服从于普遍必然性的自然

法则,在这个领域他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

理性存在,能够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意志是自由

的,这显示了人的独立、尊严和伟大。 人生活于自然

世界和理性世界之中,受到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

双重制约与支配。 自然法则支配的是人的自然性一

面,理性法则影响的则是人的自由与理性,对人表现

为命令他“应该做什么冶的道德法则。 既然人是一

个有限的理性存在物,那么就决定了人的认识只能

达到“现象冶,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冶。 在现象世界

中,一切都是必然的,无自由可言;而在“自在之物冶
世界中,应当假定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 这样,康
德就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 黑格尔继续康德开创的

哲学道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他一方面反对唯心

主义者的绝对意志自由论,坚持自由必须以必然性

为基础,一个盲目地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人是不自

由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 “无疑地,必然作为

必然还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

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冶 [5]272另一方面

他又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者把人等同于机器,完全受

因果必然性的决定。 在他看来,在必然行为被认识

之前,人的意志受必然性的盲目支配,确实没有自

由。 “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

的冶 [5]259。 但是,人们一旦认识了必然性,必然性就

转化为自由了。 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黑
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冶 [6]455但黑格尔所

讲的自由只是一种认识论范畴的自由,只是一种纯

粹的精神上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不仅体现

在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客

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人的自主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观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前人关于自由的一

般思想,但反对脱离生活和现实去抽象地谈论自由。
马克思认为研究自由必须从现实中的人出发,现实

中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人,从事的是

有目的、有意识的感性活动,他既要使自己的实践活

动打上人的主观烙印,同时又不得不受到一定历史

条件和一定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就预设

了人的自由只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凸显出了

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 现实中的人是以三种形式存

在的:
第一,作为个体的自由。 作为个体的人所固有

的精神属性必然有动机、愿望、意志、目的等,并以此

去引导自己的活动。 个体的人总是倾向于表达自己

的追求和维护自己个人的利益,这种个体自由就是

个体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目的,其实质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

性的关系。 主体自由首先表现在人作为主体能够认

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通过有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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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实践活动,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达到预期目

的,这就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状况。 “自由不在

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

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

务。冶 [6]455主体自由的实现要受到一定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制约,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不能自

由地选择生产力,这就决定了主体自由是一种动态

的、历史的、渐进的实现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
第二,作为群体的自由。 人不仅是一种个体性

的存在物,还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物。 人总是处于

一定的阶级、组织或者群体中,社会是个体的集合

体,个体的活动首先要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他的自由是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离开了

这种相互之间的制约,个体便很难生存。 维护保持

这种个体之间的制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
人以群体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自由,社会

自由就是社会中的人作为群体所体现的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状态,人与人的关系不像人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那样是一种主客关系,而是一种有

着平等地位、分享平等权利的对等关系,人们在这些

关系中的权利与地位实际上就是人的各方面利益的

体现。 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和体现着人的自由度,
其构成的每一要素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来维持运

行的,社会制度既要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维持该领域

自由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又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体的

需要。 经济自由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财产、经营、劳
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通过

社会制度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保障来实现的。 政治

自由就是主体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能够通过一定

社会政治制度自主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社会

事务与社会管理的自由,主要体现为选举、投票、决
策、监督、集会等自由权利。 思想文化自由主要指的

是社会主体通过一定的文化制度所享有的思想文化

领域的自主状态,包括新闻出版、言论、创作、科学文

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
第三,作为类存在物的自由。 作为类存在物的

人以自身实践证明了人何以为人的内在依据,证明

了人的自由不同于动物自由的地方。 动物所谓的自

由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是消极适应自然以维持生命

体存在,而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来创造属

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

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
才是类存在物冶;“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

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冶 [7] 作为类

存在物,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然会选择适合

自己发展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社会看

作是前进的、发展的,就在于人的这种意识本性,而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注定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

替,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保证人的个性自由而

全面发展。
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主体自由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经济

是基础。 要想实现一定的社会自由,必须大力发展

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主体的社会自

由提供坚实的基础。 政治是保证,民主与法制是实

现社会自由的两大基石。 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自由,
同样离开了法制的自由是假自由。 社会自由的实现

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条件,一个社会的国民只有具

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才能实施自己的自

由权利。 社会自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一种自主

状态,它体现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划分。 社会自由既

然是一种自主活动状态,那么个人自由就是每个人

都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都想置身于没有他人干

涉的自由环境中。 然而,在现实社会这样的自由是

不存在的,当个体作为他人的环境时,他必须遵守不

干涉他人自由的承诺,每个人得到最大自由的条件

是每个人不干涉他人的自由。 这就说明,人们能享

有的社会自由最终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在于他本

身的社会关系中来自其他人的存在和利益,这一限

制也是社会自由的原则界限:社会自由必须以不妨

碍他人应有的自由为界限。
总之,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讨论自由,主张从现实

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与活动出发讨论自由。 当人们

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从事认识或实践活动时,由于

受到外界客观条件制约而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
以这种认识或实践活动对个体来说是不自由、不自

主的;相反,当个体在自己主观意志指引下从事一定

认识或实践活动,个体成功实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
尽管外在客观条件也在起作用,但不存在盲目的强

制和被动服从,这种自主状态就是自由的活动,自主

活动是人的自由本质。 可见,自由是相对于一定条

件和范围而言的,世界上从不存在完全不受约束的

自由,在一定范围内个体不受外界力量的强制而按

照自己意志活动的自主状态,就是人的自由。 自由

要求主体实现自主状态,秩序要求社会处于一定规

则和程序之中,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冲突是社会所面

对的基本矛盾,它植根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之中。
那么,如何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合理张力呢? 在此问

题上,制度具有优先和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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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与秩序矛盾的制度建构

自由与秩序存在着一定张力,作为社会基本价

值的个人自由何以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这

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学者归纳为四种解答思路:
“其一,道德与文化的思路……提高人们的道德境

界,培养人们的道德利他精神,使人们超拔于区区自

利和动物性的求利本能之上。 这被看作是解决自由

冲突的根本出路。 其二,宗教解答思路。 ……一批

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宗教,要求反思启蒙主义的理性

宗教观,重新认识宗教在建构人心秩序、保障个人自

由中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市场解答思路。 ……经

济自由不仅被当作一切自由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而
且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基本动力。
其四,制度解答的思路。冶而这四种方式中,制度解

决又具有优先性,因为“制度的解答在现代社会中

是最为有效也最为基本的解答方式,它是宗教、道
德、竞争等其他解答方式发挥作用的基本框架和前

提条件。冶 [8] 制度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护一定的社

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的张力关系可以体现为自

由与制度的关系。
从张力的强度上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可以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占有绝对优势。 这种现象一

般出现在社会制度变革与转型时期,社会秩序失范,
社会动荡不安,制度处于“失灵冶或者“缺位冶的状

态。 新旧制度的斗争使得社会中的人得以自由发表

言论,提出多种思想,形成一种思想交锋的局面。 第

二类是秩序在张力强度上对于自由占有绝对优势,
这时的秩序是一种“烟雾秩序冶,自由受到极大的约

束与限制,人们处于极度的不自由状态中,这主要是

由于制度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超出或凌驾于正

常的秩序之上。 这段时期,通常是社会徘徊、倒退时

期,因为自由度的缺失使得社会失去了活力,社会发

展进步也会失去动力。 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

独裁、专制时期。 第三类是自由与秩序保持在合理

的张力之内,这是最理想的制度模型,制度站在天平

的中间,既不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向自由倾斜,也不像

第二种情况那样向秩序倾斜,而是将自由与秩序保

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既不会因为过分强调自由而

丧失社会秩序,也不会为了社会秩序而使得社会失

去活力。 那么,这个界限如何界定,制度在充当二者

的调节器中,如何使自身不受二者影响而保持在一

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之上? 这是问题的难点所在,也
是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关键。 因为,从制度本身来

看,制度就是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规则去限制与约

束人们的行为,把自由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秩序范

围之内,从而防止自由过于极端化和放纵而影响社

会的和谐稳定。 从自由本身来看,自由就是突破他

人或者社会制度限制的一种状态,最大限度地实现

自主状态,这也是自由的本性追求。 自由与制度的

这种矛盾不仅是人不断追求自由、不断变革制度的

动力,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事实上,正是

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制度与自由才能一步步向着自

己本性发展而不断趋近。 人们自由的实现,离不开

制度的保障作用,制度通过规定、命令、禁止一种形

式的自由而去维护、提倡和引导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自由的实现是以遵守制度为前提的,因为制度保证

了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自由,公正的制

度体现为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一定条件下

的自由,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动

态、复杂、长期的过程。
可以看出,自由不是要抛弃秩序、在制度外活

动,而是说制度的存在并不影响人的认识和实践活

动的自主状态,制度、规则、秩序的存在,恰恰是为了

帮助人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实现人的自由。 罗尔

斯认为人的自由是由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决定的,“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社会主要制度确立

的权力和义务决定的。冶 [9] 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防

止一部分人的自由侵犯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每个人

的自由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法律越完备,
人们会感到越自由,这是因为法律保证了每一个人

自由的同时,又限制了每一个人不正当的自由,自由

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一定制度规则下的人的自主

活动状态。 为了自由,不是取消法律、制度、规则,相
反,应该完善制度与规则,制度越完善,人就越自由,
看似悖论,实际上是对立统一。

制度建构是一个改变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过

程,是社会关系大变革、社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 在

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旧制度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
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会出现两种制度交叉混合

所带来的混乱,也可能形成“制度真空冶地带。 因

此,制度建构要统筹兼顾,一方面要顺应人的自由本

性,维护体现人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又要体现秩序

原则,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制度变迁与社会

转型。
制度对自由与秩序的协调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在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与稳

定是社会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建构过程

所必须处理好的关系。 改革与革命一样是社会发展

的动力,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改革是变革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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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 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必
须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中改革与革命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两种基本力量,也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基

本方式。 革命的方式有其适用的条件与范围,在和

平建设时期,改革是推动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普

遍方式,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改革的道路

并不平坦,而是面临风险,若处理不好就会陷入社会

混乱。 发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主要任

务,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改革,不仅要对经济体制进

行改革,还要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人们的思想观

念、消费方式进行改革,以求得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变

迁。 发展是有一定条件的,首要的条件是稳定,没有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改革与发展就会成为

一句空话。 社会越贫穷落后越容易产生动荡,社会

越动荡,社会发展就会越滞后,相反,稳定的社会环

境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制度变迁取得成

功的保证。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制度建构秩序所

必需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实现人的自

由与社会进步。 因此,必须重视制度对自由与秩序

的协调作用,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

承受度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体现为从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变,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 这

种转型是在压缩了时空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社会

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异常凸显。 要解决转型期

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不断进行制度变

革与创新,同时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制度建设

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把制度的价值功能更好地体

现和落实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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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Freedom and Order System in the Horizon
of Development Philosophy

ZHANG Zhiy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 P. C.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Freedom is not only a state of unrestricted human autonomy, but also a confirmation about the human dignity and valu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e nature of the pursuit of freedom inherent and the inherent function of order are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ut
there i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m: how can individual freedom be an important issue as a basic social valu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faced with deep鄄seated contradiction in China and national autonomy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blem of human freedom will increasingly stand out, as society modernized, market鄄oriented and democracy
developed.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a new pers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beral values; freedom and order; people in real life;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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