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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极权主义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极权主义

的灾难是阿伦特思想的起点，但阿伦特关切的终点始终是现代社会，通过相关资

料和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阿伦特直指的现代性困境其实质就是公民德性的缺

失，现代社会对公民公共性以及德性展现空间的剥夺所导致的公民德性的缺失，

使得现代性中始终暗藏着被极权与暴力统治的危险。现代性的危机根本上是人的

危机，人与人之间没有伦理性的交往就没有真正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阿伦特

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极权主义理论以及公民德性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

由于阿伦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十分分散，她也从未对公民德性思想作过系统论

述，因此，学界对其公民德性思想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阿伦特对现代性和极

权主义的反思作为建构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指出现代性的困境

实质上是公民德性的缺失，公民德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最终追寻目标，并结合

阿伦特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资源，从公共精神、公共理性以及公共意识三个方面

系统阐释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指出阿伦特试图创建一

个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个纽带不是诉诸于传统权威、宗教或者文化的力量，

而是诉诸于人自身的能力，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体系，一个对政治、

自由和权力的重新认识，阿伦特试图用制度的德性来激发公民的德性，以创建一

个伦理性的公共空间挽救现代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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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theory and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tical thought of Arendt.Totalitarian disaster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rendt , but the concern of Arendt is always the modern society.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ind Arendt directed modernity predicament and

its essence is the lack of civic virtue, lack of modern society on civic virtue and civic

virtue to show the public nature of space caused by the deprivation.So that modernity

is always danger of being ruled by totalitarian and violent.In fact, modern Crises is

human crisis, there is no ethical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would not really bring

people linked bonds. In Arendt's modern critical theory, there is som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otalitarian theory and civic virtue.

Because Arendt'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is very decentralized, she

never thought of civic virtue mad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refore,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cademic study its ideological civic virtue.The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and totalitarianism of Arendt, pointing our that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is essentially lack of civic virtue and civic virtue are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goals of Arendt's political thought.And on the base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Arendt’s

entire system of thought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Arendt thought civic virtue

from public spirit, public reason and public awareness of three aspects of the

system.On this basis, it will try to create a people Arendt linked bonds, the bond

strength is not resorting to traditional authority, religion or culture, but to resort to

people's own ability to, in fact it is behind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syste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freedom and power, Arendt tried Virtue system to stimulate

the citizens of virtue, to create a public space rescue ethical crisis of modernity.

Key words: Arendt ; Modern Criticism ; Civic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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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

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汉娜·阿伦特是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作为极权主义统治的亲身经历者，

她坚持独立和无凭借的思考，被称为 20 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思

想家，也是现代最早一批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之一。她的一生著作众

多，其中以《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类的境况》以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最为

出名，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政治生活的解读，被认为开启了当

代共和主义复兴的序幕。70 代后的西方学者所构建的共和主义规范政治理论就

是在阿伦特所开创的民主、自由、公民身份以及美德等主题之上进行研究的。虽

然阿伦特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派别，但学界普遍将她纳入共和主义的阵营，她

的公共领域理论、行动理论、极权主义研究等都成为了学界探讨的热点。但是，

我们通过对阿伦特的著作和相关资料、文献的阅读，发现对于贯穿于阿伦特所有

理论始终的公民德性思想却遭到了忽视，可能的原因是她并没有就公民德性这一

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而是分散于她的众多著述之中，学界也缺乏对其公民德性

思想的系统提炼。虽然阿伦特的理论体系十分庞杂，思想十分分散，但她的全部

思想都试图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政治地思考、政治地行动，作为一个

公民应当具备怎样的德性才能不被现代性的危机所摧毁，公民德性贯穿其整个思

想并成为她核心关切的主题。本文将从阿伦特对现代性危机及极权主义的反思为

出发点，指出阿伦特所批判的现代性危机实质上就是公民德性的缺失，现代性困

境、公民德性的缺以及极权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以此作为阿伦特公民

德性思想的现实基础。但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无源之水，本文还通过对

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理论资源和自身的政治哲学理论基础两方面的梳理和剖

析，展现了公民德性思想的形成渊源。并在基础上透视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具

体内容，主要从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三个方面勾勒出阿伦特公民德性

思想的理想原貌，并试图探讨阿伦特的公民德性理想的实现何以可能，它需要一

种怎样的制度和社会基础来培育，以及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独特性和给予我们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寻求公民德性—汉娜·阿伦特对现代性困境及极权主义的反思

2

的启示在哪里。

对于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来说都独具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中世纪公民身份向臣民的转化，以及早期自

由主义个人权利与法律规范的价值观的熏陶下，公民德性思想不断衰落。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关于公民德性问题的讨论

重回学界的视野，成为了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但，当我们对当代多元

化的公民德性思想的内容进行认真思考时，却发现，当代公民德性思想在内容上

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公民德性思想的内容在当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不仅蕴含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内涵，也是在一定现实基础上

对它的改造和发展，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梳理阿伦特的公

民德性思想不仅可以深入探析古典共和主义失落的德性思想，还可以在与同时代

思想家对比的基础上拓展对公民德性内涵的理解。从实践层面上说，阿伦特的公

民德性思想对当代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关切。首先，公民德性的缺失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问题，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价值观占据了社会主流，高速发

展的经济主导了一切，使得人越来越退回自身，原子化的个人和对功利的追求使

得人作为公民的公共性不断衰落。现代权利社会对德性基础的瓦解正是阿伦特所

批判的现代性危机的立足点，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相反，阿伦特关注的

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她要求我们重新看待政治，公民德性是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

品性。其次，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公民的德性教育，但由权威机关所颁布的道德准

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近年来，毒奶粉、染色馒头等社

会事件层出不穷，直指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公民缺乏应有的责任、民众缺乏对

公民德性的全面认识导致公民意识淡薄，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

在当代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德性，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公民意识

的提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阿伦特的思想越来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特别是

在20世纪80年代阿伦特逝世之后，国外学界更是出现了研究阿伦特思想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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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大量研究论著相继

出版。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卡诺凡、菲利普·汉森、阿洛伊

斯·普林茨、川崎修等。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对阿伦特的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广泛，

成果也颇丰。有的从宏观上论述和梳理阿伦特的整个思想，主要包括阿伦特的政

治哲学、共和主义、现代性、世界主义、民主政治等领域，有的则专于研究阿伦

特的某个具体理论或思想，如极权主义、公共领域、行动理论、判断理论、公民

权等。从阿伦特自身的思想论著来看，她很少对一个理论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

她的多数著作都是依据具体现实事件写作而成，因此，阿伦特的思想显得十分分

散和庞杂，并且，在不同时期经过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公民德性思想也是如此，

阿伦特并没有专门为公民德性思想开篇著述，但公民德性思想一直贯穿于阿伦特

政治哲学思想的始终。国外学界对阿伦特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阿伦

特的公民德性思想。

第一，论述整体思想中涉及的。阿伦特的权威研究者玛格丽特·卡诺凡以叙

事的风格将阿伦特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融会贯通。
①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一布鲁

尔将阿伦特的理论与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联系和思考，虽没有对公民德性思

想进行直接阐述，但从阿伦特思想中的承诺与宽恕、思考与判断等概念间接论及

了公民德性和公民权的思想。
②
在论及公民理性时，他谈到人如何面对统治性的

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要求，以及如何面对社会性世界而有意识地按照个体的某些天

性去生活。
③

第二，论述具体某个理论涉及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行动理论、判断理论

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并未着墨于阿伦特的整个思想脉络，而是对某个

具体理论加以探讨，其中对公民德性思想也有所提及，从特定的角度出发为本文

理清公民德性思想与其他理论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加拿大学者菲利普·汉森批判

现代历史意识对行动的阻碍，认为那是对真正人类能力的巨大破坏，他让我们思

考公共生活与政治地思考之间的关系，认为阿伦特全部政治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

真正的公共生活，公民身份是真正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④
日本学者川

崎修认为公共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行动一方面具有不可预测

① [英]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M].陈高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②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M].孙传钊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③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M].刘北成、刘小鸥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8.
④ [加]菲利普·汉森.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M]. 刘佳林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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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定型性或某种无规范性，但它又受到内在的制约，宽容、约束、判断力等

是行动的制约原理。
①

第三，在对比中涉及的。将阿伦特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家进行全面对比的过程

中所涉及到的公民德性思想。国外学界比较多见的是将阿伦特与托克维尔进行对

比。如 Margie Lloyd 和 Suzanne D.Jacobitti 两位学者认为阿伦特的很多思想

是在追随托克维尔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的立足点都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却

走向了不同的解救答案，托克维尔诉诸于心灵的习性，阿伦特却试图建立一个新

的政治文化，其中一种政治德性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②

从以上的归纳来看，国外对于阿伦特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全面，但是，在

公民德性思想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许多对阿伦特思想的提炼是以一种传记的形式，以叙述为主，学术性

不够强。对于阿伦特的生平经历以及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着墨过多，而对公民德性

思想关注不够。

第二，掺杂过多个人因素，对阿伦特的思想整理客观性不够明显。由于阿伦

特本身秉持无凭借的思考、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她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派别，

她的思想也吸纳了众多不同派别和思想家的理论，这可能遭来各方面的攻击。

第三，多数作品都是侧面或间接提及了公民德性思想，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

想究竟在她的整个思想框架中占据何种地位，她的其他理论与公民德性间存在何

种关系等这些问题都非常不清晰，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阿伦特的研究起步较晚，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学界

才真正开始关注阿伦特，但由于译本和文献资料的缺乏，并没有形成关于阿伦特

的系统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1994 年，朱士群在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的

《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是国内第一篇研究阿伦特思

想的专业论文。
③
直到 2006 年阿伦特诞辰 100 周年，国内学界才开始掀起了研究

阿伦特的热潮。许多阿伦特的专著被翻译出版，关于阿伦特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也

① [日]川崎修.公共性的复权[M].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 Margie，Lloyd(1995), “In Tocqueville's Shadow: Hannah Arendt's Liberal Republican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7, No.1, pp. 31-58；Suzanne D，Jacobitti (1991), “Individualism & Political Community: Arendt
& Tocqueville on the Current Debate in Liberalism”, Polity, Vol. 23, No.4, pp. 585-604.
③
朱世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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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宽，主要体现在阿伦特思想的比较研究、政治观研究、哲学思想研究、极

权主义研究和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这几个方面。关于阿伦特研究的专著也开始出

现，台湾学者蔡英文所著的《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是华人世界第一本系统阐释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专著，该书首次对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概念进行了概括：“任何

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并由此展现出的‘卓越’之言行，阿伦特称之为公

民之美德”，书中道出了阿伦特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省，它试图解释在现

代境况之中人应当如何“政治的”行动。
①
在大陆方面，陈伟从政治的视角为阿

伦特思想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该书剖析了阿伦特政治概念的缘起、内涵和理论

特色，揭示了其与古典共和主义的联系，并认为公民美德是真正政治生活得以展

开的前提条件之一；
②
王寅丽则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讨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与哲

学思想之间的张力，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阿伦特晚年思想向精神生活层面的转向及

其对康德的审美判断的分析。
③
除此之外，涂文娟、杨仁忠等成为了大陆方面研

究阿伦特的主要专著。
④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阿伦特的审美判断、伦理观、公民观等思想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这些论著和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了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江宜桦

从审美政治的角度阐释了阿伦特思想中自我显示、共通感和强调多样性的美学来

源，她要求建立一种协议制度替代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

支持理论。
⑤
徐卉则将阿伦特的公民观与各种自由主义的公民观进行比较，认为

阿伦特想要建立的是以政治伦理价值共识定位的理想公民共同体，维系公民间联

系的是对共同体目标的选择和承诺，它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只有在公开的辩

论和商讨中才能形成和确立真正的公民共识。孙磊认为阿伦特的交往政治哲学最

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现代社会非政治性所造成的交往困境，而政治性就是伦理

与教化。作者将阿伦特的公民德性理论置于公共空间的框架内，认为公共空间是

人存在的伦理空间，而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正是公共空间的闭合所造成的行动、伦

理与公共空间的分离。
⑥

①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②
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③
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④
涂文娟.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杨仁忠.公共领域
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⑤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⑥
孙磊.行动、伦理与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的交往政治哲学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上海：复旦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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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界能找到的明确以阿伦特的公民德性为主题的论文，只有陈兆

旺的《二十世纪共和主义的先声——阿伦特的公民美德思想研究》和周萍的《共

和中的公民德性——基于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阐释》两篇硕士论文。陈兆旺

认为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是对共和主义德性话语的复兴，同时对个体多元性强

调也是一种对共和主义的集体主义性质质疑的克服。他将阿伦特理想的公民德性

内容概括为进入和维护公共空间的勇气，对卓越和不朽言辞的追求与行动的彰

显，以良知为基础的积极思考与判断。
①
周萍则以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功能作为

参照引出公民德性的具体内容，从心性、制度与社会三个维度具体论述了阿伦特

对于公民德性生成。
②

随着国内学界对阿伦特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领域和视角研究

阿伦特，都能在其思想中找到理论资源，但在不同视角领域内还难以形成对于阿

伦特整体思想和框架的共识，多数研究只是截取了阿伦特的部分理论思想，而没

有对其思想脉络的整体把握，对于阿伦特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学界还没有一个权

威的答案。其次，国内学界对于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关注较多，但对她

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背景及个人经历关注较少，且多数论著都是从理论层面剖

析阿伦特的思想，缺乏理论与现实的联系。就阿伦特的公民德性研究来看，一方

面，无论是研究阿伦特的专著还是论文，都或多或少从不同程度上论及了阿伦特

的公民德性思想，可见，虽然国内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显得十分庞杂，但阿伦特

的众多理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而脱离公共生活和丧失公民德性的危险

一直是贯穿阿伦特思想的主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已有的专著和论文多是从侧

面提及了公民德性思想，有的认为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是当代古典共和主义的复

兴，有的将它囊括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之中，有的将它作为阿伦特公民思想的一

部分，有的则将公民德性等同于行动，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论基础、内容、形成等

方面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和共识，缺乏对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深入探索和挖掘。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①
陈周旺.二十世纪共和主义的先声——阿伦特公民美德思想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②
周萍.共和中的公民德性[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南京：南京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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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有关阿伦特的文献、论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综述。阿伦

特的公民德性思想贯穿其整个理论的始终，却缺乏系统的提炼和研究。第二部分

为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现实基础，主要从现代性困境的表现、根源及后果三方

面通过深入剖析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出阿伦特所批判的现代性危机实质是

对公民德性缺失的担忧，现代公民德性的缺失使现代性中始终潜藏着极权与暴力

的危险。第三部分探讨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

一方面是她的理论渊源，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亚里士多

德的古典共和思想、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理论以及她的两位导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

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二方面是阿伦特自身的政治哲学基础，它是建立在“人

的复数性”和阿伦特对人类活动及其领域划分的两大基础之上，其中在对人类活

动及其领域划分之中包含了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第四部分是在第三部分的

基础上阐释了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从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和公

共责任三个维度，将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归纳为展现性的交往与沟通、反思性

的判断以及世界公民立场上的政治责任。第五部分在阿伦特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上探讨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何以可能。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培育公民德性，以及

在与其他派别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凸显阿伦特公民德性思想的独特之处，并探讨阿

伦特式的公民德性思想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及其理论所存在的局限。

为了全面、深入挖掘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及其在阿伦特整个思想理论中所

占据的位置，从而进一步探讨阿伦特式的公民德性思想的理想与困境，本文采取

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具体如下：

1.文献分析法。在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文献并形成自己

的研究框架。文献资料包括：（1）阿伦特的原著，主要有《人的境况》、《在过去

与未来之间》、《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精神生活—思维》、《精神生活—

意志》、《共和的危机》、《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2)相关的专业书籍，既包括

关于公民德性研究的专著，也包括阿伦特研究的专著；(3)学术论文，包括相关

硕博论文及期刊发表的论文。

2.比较分析法。既从横向层面将阿伦特的公民德性思想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

较，同时将阿伦特置于从古典时代到当代的纵向维度之中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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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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