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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伦理道德便与政治紧密相联，综观中西文明史的进程，

政治生活的构建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景观。西方伦理政治观的传统源

于古希腊。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伦理色彩十分浓厚，其政治观其实是伦理化的政治观。古

希腊的不少思想家所设想的完美的政治模型就是贤人统治下体现了美德、正义与至善的

道德理想国。他们把实现“至善”作为理想的政治状态，主张城邦政治以伦理道德为基

础，将美德和善作为人们公共生活追求的目标。同经验主义的政治观不同，伦理政治观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而非人们利益关系的平衡和

法治的作用。 

城邦——道德理想国之现实基础。古希腊是一百多个城邦国家的统称，在希腊文

中，城邦、公民和公民权同源于polis一词，城邦是公民的活动空间，如何过好城邦生活

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主题，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也是以城邦作为现实基础的。苏格拉底非常

关注对“高尚”、“正义”、“美德”、“幸福” 等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但他同时认

为道德的实现应该以城邦政治为基础，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本。柏拉图在《理想

国》中展示给人们一个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道德共同体，他称之为彼岸所看到的

原型。这其实就是一个理想中的城邦，它是对现实城邦中各类正义因素的集中提炼与升

华，是城邦本质或内在精神的体现和阐发，是以现实的城邦为原型和基础的。 

正义——道德理想国之准则。“正义”意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在古希

腊，它是评价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根本尺度，也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政治准则。从

《理想国》的副标题：“国家或正义论”可以看出，柏拉图正是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

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城邦走上正轨，并以此为构筑道德理想国的准

则。正如萨拜因所言：《理想国》中的国家理论最终归于公道的概念。道德理想国中的

正义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体现了内在性原则和政治性原则的统一：柏拉图认

为，正义就个体而言，是使个人自我一致并达致完善的美德；就社会而言，则是使社会

内在和谐完善的社会自觉，是“以城邦的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的

正义。二是贯彻了严格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原则。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美德主要包括

智慧、勇敢、节制三个部分，其中哲学家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节制的美

德属于全体公民，与之相对应，哲学家的职责是治理国家，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劳

动者的职责是创造财富，当“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

义，从而也就是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这种体现了正义的国家就是和谐有序的道

德理想国。 

贤人——道德理想国之统治者。在道德理想国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中，位于塔尖的

是集结智慧、美德、知识和权力于一身的贤人，贤人是正义的维护者，美德的传播者和

理想国的统治者，贤人执政思想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内容。在古希腊有关“贤人”理想

人格的描述中，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最为典型。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雅典礼崩乐

坏，社会动荡，民主政治的危机呼吁圣贤的出现。柏拉图认为正义的秩序是由人来制定

并由人去践行的，没有具备美德的人，正义的秩序和规则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人的品性

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要改良现实的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本性入手，而只有哲学家

才能承担这一使命。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

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



 

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哲学王就是高超智慧、完美德行、真实知识

与绝对权力的结合，担负着在现实城邦中传播至善理念，实现道德理想国的重任。柏拉

图还对哲学王的教育与培养作了具体的设计，他的哲学王思想体现了其道德理想国的贵

族政治主张。 

至善——道德理想国之价值目标。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善的概念，

苏格拉底把善主要放在个人领域，把善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他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

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善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行善。他认为善出于

知，而恶出于无知，倡导“知识即美德”，为柏拉图提出至善理念奠定了基础。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认为善不仅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且也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目的，据此他

区分了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而“至善”指的是个人的善与城邦国家善的结合。所谓合

乎正义的城邦就是体现了至善的城邦，至善是城邦的理念，是理想国的价值目标。这种

至善是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的，他说“善的理念”分为三种“善性”：理性、意志和

情欲，其中理性察具智慧，居上；意志体现勇敢，居中；情欲则应加以节制，居下。然

后他又把理想国成员分为不同的三个等级：哲学王、武士和生产者，只有三者严格按照

等级分工，各居其位，各安其职，才能实现城邦的善，才能趋向于至善的目标。 

道德理想国的理论为西方伦理政治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犀

利武器，更为后世的西方理论家设计纯洁美好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 

来源：http://www.studytimes.com.cn/txt/2005-09/14/content_5970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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