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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政治之悲喜交集
——希腊悲剧的政治伦理意义

 
作者：□包利民 来源：《复旦学报》2009年3期    时间：2009-06-23

  古代西方社会的“美德政治”环绕人的价值展开，自古以来受到许多人的赞美。但是，希腊悲剧则指出：美

德政治可能存在重大问题，可能带来沉痛苦难。 

  悲剧的根由：不义与不自制 

  希腊悲剧主人公是强者。这些强者分为：最高政治统治者，即“政治强者”；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即“德性

强者”。但这一划分并非绝对。 

  希腊政治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由虔诚、智慧、勇敢、自制和正义五大德性组成。悲剧的开端大多呈现为强者

们丧失了正义与自制，独尊“勇敢”，而悲剧的进展会逐步揭示出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强者们在智慧与虔敬方面存

在重大缺陷。 

  一部政治性的悲剧通常这样开始：政治强者徇私不义，剥夺德性强者的利益。这不仅是某些物质性的利益，

而且是德性强者立身之本的荣誉，所以德性强者在受侮辱后决不“自制”，而是进行激烈报复。政治强者则予以

加倍的反报复。于是双方的激烈对撞，迅速滑向同归于尽的地步，同时拖着整个政治共同体滑入毁灭的深渊。 

  悲剧揭示了美德政治中无论是政治强者还是德性强者，他们所追求的“幸福”都是极为脆弱而难以实现的。

强者自以为有强大力量，所以追求圆满型幸福。但是越是圆满的东西，越是难以在人间充分实现，稍微被不义伤

害即足以击碎完满的幸福。而凭借“强大力量”进行加倍报复也未必能挽回幸福，反而常常进一步伤害自己的亲

友，从而彻底毁灭掉“幸福”。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就是因为美好强者之美德政治的本质中已经蕴含着悲剧。在古典美德政治中，政治权力

分配正义的标准是美德。一旦遭到不义的打击与羞辱，德性强者很快就怀疑法律及其维护者政治权威的根本正当

性，视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服从政治权威是对自己的伤害。 

  …… 

  阅读全文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首 页  |  机构设置  |  编辑风采  |  往期回顾  |  社会反响  |  广告征订  |  关于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您是本站第 位访客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总 编 室 Tel：(010)64076113 Fax：(010)64076113 E-mail：zbs_zzs@cass.org.cn 



邮政编码：100720 事业发展部 Tel：(010)64033952 Fax：(010)64033952 E-mail：fxb_zzs@cass.org.cn 

版权所有©2002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