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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洛克的自由观

赵 俊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其政治思想以自由为轴线，贯穿始终。他创造性地对政府

目的即保障公民权力特别是财产权的阐述，对人民革命权合法性、有限政府和分权学说的阐述，具有开创意

义，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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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西方自由主义真正创始

人的洛克，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

位，一直是至高而不可动摇的。阿纳

森在其三卷本《自由主义》一书中，

将洛克列在自由主义思想家行列的首

位，并且评价到：“如果说现代自由

主义政治哲学选择一部经典著作的

话，它肯定是洛克的《政府论》。”而

萨拜因更是给予了洛克的自由主义思

想以极高的评价：“他把这些道理用

简明、朴实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传给 18

世纪，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往后政治

哲学赖以发展的渊源。”[1]

在洛克看来，自由是如此重要，

是人类其余一切的基础和屏藩。人类

社会最完美生活的“自然状态”在洛

克看来是人人平等的“自由状态”；为

了实现这种“自由状态”，洛克认为

应通过契约建立国家来补救自然状态

中不能申诉和不能解决争端的“不方

便”之处；为了实现这种“自由状

态”，洛克提出“天赋人权”的观点，

将国家和政府的目的界定为保护个人

的权利；为了实现这种“自由状态”，

洛克设计通过有限政府原则、法治理

论、分权学说和人民主权原则所构成

的立宪政体，把可能伤害到个人权利

和自由状态的专制因素从人类社会体

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可以说自由是

一根轴线，贯穿于洛克政治思想的始

终。

一、自然状态下的自由

洛克赞成“天赋人权”的观点。

人类生而具有三项自然权利，即：生

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在洛克看来，

自由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是天赋的。

“人们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把任何人置于这

种状态之外，使他受制于另一个人的

政治权力。”[2] 他将自由定义为这样一

种权利，在此之下，人人可以自由地

处置自己的人身、财产和以自己的意

志去做不损坏他人的任何事情，而勿

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

的意志。这种自由，是人与生俱来、

生而就有的“自然权利”，因而，不

可剥夺、不可转让。[3]

在此基础上，洛克进一步提出其

对“自然状态”的界定，与其他自由

主义学者一般，这同样是其自由主义

学说的逻辑起点。洛克所描绘的自然

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状态。在他看

来：“那是一种完善无缺的自由状态，

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

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

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

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4] 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政府，没有任何

高于众人之上的政治权威，因此，任

何人的自由受到别人侵犯时，他都有

权利奋起反抗，这是自我保存的需要。

当然，作为学说整体思想逻辑起

点的自然自由只是向政治自由的过

渡。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用“假设”

一次来形容可能更为恰当。它只是为

了之后探讨国家和政府的目的而假设

的一种状态，意在为之后论证政治社

会中的人也应该拥有自由的权利奠定

基础。

二、政治状态下的自由

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并非人类

最好最完美的状态，它存在三大缺陷：

首先，没有判断善恶的共同尺度。其

次，没有依据自然法的裁判者，每个

人按自己的意志评判。最后，缺乏按

法律裁判的公共权力，以致无法支撑

判决。因此，为了保证自由、平等、

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人们互相订立契

约，自愿放弃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

情的权力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把它们

交给被指定的人，按照社会全体成员

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

来行使。这就是国家的起源。[5]

在讨论政治社会当中人的自由

时，洛克总是把它与生命和财产紧密

结合起来。他认为：“人们联合成为

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

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因

此，契约另一方国家的起源和目的就

在于保护人们的权利。那种不以保护

人民而以满足自己的私利的政治都是

暴政，人民有权收回自己的权力。此

时，政府自动解散，人们把收回的权

力重新授予他们认为最能保障他们安

全的人，建立新的政府。在这里，洛

克的思想中体现出了革命的色彩。

此外，为了更好地保证人们安全

（即使推翻了暴政的政府也不至于回

到彻底的无序状态），洛克提出了双

重社会契约的理论。第一种契约使人

们在相互之间建立市民社会，这是个

人和个人的契约。第二种契约则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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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契约，通过这一契

约政府得以成立。通过以市民社会为

基础，再与政府签订契约，那么即便

推翻了政府也不会退回到自然状态。

“每个人在参加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

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重

归于个人，而是将始终留在社会中”。
[6]

三、自由的条件——理性和法律

洛克并不赞成放任无所限制的自

由，他认为自然状态之所以平等和和

谐，是因为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仍

然有法可循。他将这种众人所遵循的

自然之法称为“理性”。“人的自由和

依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是

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

他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

并且使他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

己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洛克看来，自

由必须以理性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

理性维持着人们的群体的秩序，防止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侵害。同时，洛克

将年龄与二者相联系，认为自由可以

随着理性的增长而增长，因理性的成

熟而渐趋实现。他说：“我们是生而

自由的，也是生而有理性的，但这并

不是说我们实际上就能运用这两者：

年龄带来自由，同时也带来理性。”[7]

而在政治社会中自由的另一个限

制条件是法律。洛克认为，法律是由

有理性的人们制定出来的，人们运用

自由是以追求幸福的必然性为基础

的，在政治自由中，法律作为自由的

限制，同样也是为了指导人们追求正

当的利益。因此，法律按其真正的含

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指

导一个自由而有智力的人去追求他的

正当利益，不过是为受制于这种法律

约束的那些人的一般福利做出规定。
[8] 在洛克眼中，自由离不开法律，“哪

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法

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四、保有自由的努力——有限政

府和分权学说

如果说遵守理性和法律是人民作

为契约一方的责任，那么契约要求建

立的政府也应当是有条件和有限制

的。在这一点上，洛克提倡限制政府

权力，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具体的实

践模式——分权。

洛克一再强调，政治社会的起源

和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尤其是

私有财产权。尽管他一再声称立法权

是最高的权力，但仍坚持，“对于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它不是，也不可能

是绝对专断的。”，“未经本人同意，最

高权力不得夺走任何人的任何一部分

财产。”[9] 因此，洛克眼中的政府职权

不是无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必须在

人民授予的限度内行使。其思想的底

蕴在于“权利高于权力”，社会始终

保有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

侵犯。而政府的权威也必须以个人同

意为其基础，人民始终掌有反抗和推

翻的权力。

如何确保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从

而在其可能的最大职权范围内为人民

谋福利呢？洛克从具体实践的角度出

发，提出了分权的理论。通过创造性

地对国家权力进行立法权、执行权和

对外权的划分，并设定不同权力之间

的关系，使得洛克的分权学说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此后，孟德斯鸠著名的

“三权分立”学说，和当今多数西方

国家政府构建的实践，正是以此为渊

源成长起来的。

洛克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英国革命

的过程，因而其理论带有浓厚的时代

色彩。他对政府目的即保障公民权力

特别是财产权的阐述、人民革命权合

法性、有限政府和分权学说等等“开

启了现代欧洲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

信条之一”。[10] 如今自由主义思想已

经成为西方政治思维的一种传统，深

刻影响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作为自

由主义之父，洛克的思想成为经典，

为后世所传诵和借鉴。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洛克的思

想理论中必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欠缺

的地方。这一方面受到当时时代的限

制，另一方面也与洛克自身的资产阶

级背景相关。例如：洛克在其著名的

自然权利学说上就存在逻辑上的矛

盾。一方面他声称在自然权利和理性

方面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主张有产

者与无产者在权利与理性方面存在差

别。这一矛盾的产生，就植于当时新

兴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斗争的大环

境。此外，洛克自由主义学说的根本

观点，是以个人为本位规范社会政治

生活，视个人自由为一切公共权威、

法律准则、道德评价的出发点。因此，

他的这种个人意志至上的学说，夸大

了个人自由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同

随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发生了激烈

的冲突，于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时代

的挑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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