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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民 (Bǜ rg er)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可以划

分为三种不同语境 , 与此相应 , 公民概念可区分为一般的 、 特定的和普遍的三重意义;对这三重

意义的重新阐释 , 消释了康德公民概念的歧义 , 揭示了公民概念的理论演进及其普遍性 、 构成性

和强制性特征。甄综韦伯关于市民和公民概念的考察 , 以揭示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渊源 , 由

此可见 , Bǜ rg er 一词从市民演变为公民的内在契机是权利的普遍化 , 而公民乃是人在自己所构造

起来的法 [ 权利] 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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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Bǜrg er)① 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这部著作的目

的就是诠证和阐明一套先天的法 [权利] 原理 , 而后者为一套构成公民状态的实证法律体系提

供法 [权利] 的基础 , 或者用一般的说法 , 为公民社会的法律体系提供观念的和理论的基础 。

在康德法哲学中 , 理论的对象是法 , 而法的主体却是公民 , 这一点是理解康德法哲学的一个基

本前提。这样 , 我们就可以了解 , 康德的法哲学 , 即在 《道德形而上学》 中的 《法的形而上学

原理》 和 《永久和平论》 等著作中所建立的理论 , 其主旨乃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秩序 , 并规

定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的公共性质 , 亦即公民的法 [权利] 的性质;而后者意味 , 公民并不是

某种自然而然的产物 , 而是由一套法 [权利] 构造出来的 。在康德那里 , 这是一种普遍的规定 ,

因为它并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 , 它还覆载国家之间的关系 , 以及最后整个世界的公民法

[权利] 。

以上是对康德法哲学中的公民概念的一种理想概述。如果具体地考察公民概念 , 则会遇到

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困难与问题 , 这些困难与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康德理论自身的问

题。首先 , Bǜrg er即市民概念原先仅仅与职业和居住身份有关 , 这一原本指称特定人群的概念 ,

是如何演变为一个普遍概念即公民这个标示普遍资籍的政治概念的? 其次 , 在康德法哲学的文

献以及其理论的不同部分 , 这个概念并非内在一致的 , 它具有不同的意义 , 而这些不同的意义

又包含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倘若这些矛盾与冲突是不可消除的 , 那么上述关于康德法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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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中 , Bǜ rg er一词用在康德的名下 , 译为公民 , 而在韦伯的名下 , 大都译为市民。 不过 , 这样的

做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 因为在韦伯那里 , 这个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 也应该是指公民。 这是语言的

局限 , 就如德语无法对译 freedom 与 liber ty一般。所以 , 在德语中它们是同一个词。



公民概念的表述就会难以成立 , 非但如此 , 康德的法哲学也会因此而出现严重的裂缝 。如果这

些矛盾和冲突是可以消除的 , 那么就必须提出合理的解释 。

其二是关涉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 。Bǜrger 及其同类概念 Bǜ rg ertum ①在整个现代德国历史

上 , 始终是一个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令人迷惑的社会现实以及状况比此更甚的理论困境的标志 。

对于这一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探讨 , 不可避免地涉及德国哲学的 、 社会 —历史的 、 经济的 、政治

的等诸多层面的问题 , 而这更增加了本文所探讨问题的困难。

其三是 , 当我们用汉语来翻译 Bǜrger 或 Bǜrge rtum 时 ,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 , 还牵涉到中国

与欧洲社会—历史的重大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如前述 , Bǜ rg er 一词在汉语里面既可以译

为公民 , 也可以译为市民 , 这两者对中国人来说 , 都是外来的东西。Bǜrg er还被译为资产者等 ,

而汉语的这种翻译和表达与这个词原本的德语的社会 —历史境域之间存在隔膜 , 因此概念本身

的意义就有了一定的挪移。尤其是它始终与资产阶级 (Bǜrgertum)及其一系列概念纠缠在一

起 , 而这类名词被用来指称中国社会中特定的阶层 , 并且主要从消极的方面来规定其意义 。这

在理论上不仅成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自己的社会 —历史及其发展的外在束缚 , 也成为我们了解西

方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道屏障 , 成为我们理解康德法哲学中公民概念的一个特殊的困难。

在上述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中 , 第一和第三方面的问题是巨大的 , 因为关涉对欧洲与中国

社会 —历史的全面了解 , 以及欧洲与中国社会 —历史的差异与关联 。第二方面的问题虽然居于

康德理论体系内部 , 但也以特定的社会 —历史为背景 。

本文试图在上述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 从康德法哲学的理论之中钩稽和梳理出公

民概念的各种意义 , 以此为基础 , 重建康德法哲学中的公民概念的结构并阐释其基本意义 , 从

而消除这一概念的种种歧义。这样 ,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 Bǜrger 从市民演化为公民的过程 , 理解

这个过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个过程所包含的一般性的意义 , 即法 [权

利] 原理的普遍化意义。

要达到这一目标 , 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乃是关键。本文选择的考察 、 分析和规定康德公民概

念的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 城市与市民一直是韦伯关切的中心 , 在他那里 , 所谓宗教伦理 ,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 ,

所谓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 , 其负荷者无非就是市民 , 或者一般地说是资产阶级 。因此 , 这个阶

级的形成与转变 , 包括精神状态的形成与转变 , 乃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关键 。公民正是在这样一

个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韦伯在其著作及授课里 , 从不同的角度 , 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考察

和讨论了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其观点和理论是大量综合性研究的结果 , 可以视为通向理

解这一概念的社会 、 历史的关联与背景的一个捷径。因此 , 本文将首先甄综韦伯的著作里有关

市民/公民概念的考察。

第二 , 从康德法哲学体系中的公民概念与其他基本概念的关系 , 尤其是与法 、 自然状态与

公民状态 、公法和私法等核心概念的关系来考察公民这个概念的意义 、作用和其他规定 。

第三 , 根据康德的具体论述 , 将其关于公民的语境分为三类 , 亦即根据文本划分出三种不

同的论述语境 , 分别考察公民概念在这些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依据这一路径来考察和确定这些

意义之间的联系 , 从而得出关于康德法哲学中公民概念的新的理解和观点 。这个工作实际上是

对康德公民概念的结构分析 ———重新阐释通常就是一种结构分析 , 或者说包含了结构分析 , 由

此得到的结论也就是整篇论文结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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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单而言 , Bǜ rg er tum 一词至少包含如下几层意义:市民 (指所有市民), 市民阶层 , 资产阶级。



一

如前述 , 本文将韦伯的观点视为通向理解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关联与背景的一条

捷径 。韦伯关于市民及其相关概念的分析和考证之所以具有权威的意义 , 主要因为他是从一个

别人难以企及的综合视野来规定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联系的 。

在 《经济通史》 (Wir tschaftsg eschichte)第 28章起首 , 韦伯就 “市民” 给出了一个相当赅

简的规定 。他说 , “照社会史上的用法 , 市民阶级 (Bǜrgertum)这个观念有三个明显的含义 。

第一 , 市民可包括几个社会范畴或阶级 , 而这些范畴或阶级各有其特殊的社会或经济利益 。照

这样解释的市民阶级并不是一元的 , 其中有大市民和小市民 , 企业家和手工工人都属于这个阶

级。第二 , 就政治意义上来说 , 市民意味着国家成员的资格 , 含有特别持有一定政治权利的意

思。最后 , 就阶级意义的市民来说 , 我们把不同于官僚阶级或无产阶级和它们范围以外的其他

人们的那些联合在一起的阶层理解为 `有财产和有文化的人' , 也就是所有企业家 、定息领受人

以及一般有文化 、有一定阶级生活标准和一定社会威望的人们 。”①

上述的定义实际只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从经济角度所做的规定 , 但同时却蕴涵

了城市和职业的限定条件 , 所以他们并非仅仅在经济的性质上面 , 而且也在地域和职业的特征

方面 , 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它包括上述定义中的第一 、三个含义 。其中第一个含义是

此层意思的基本规定 。第三个含义是从社会等级的角度做出的规定 , 人们虽然也能够以阶级的

概念来理解这个规定 , 但是经济的考虑依然构成其主要的因素 , 所以韦伯强调他们的 “有财产

和有文化的” 性质。但是 , 经济的因素是与社会 —历史的和传统的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 , 这也

就是所谓社会性质的实际含义。在历史上 , 第三个含义所规定的市民应当是发展了的市民 , 在

这个意义上 , 他们就是所谓资产阶级 (bourg eoisie)。第二层意思集中在政治规定上 , 也就是上

述规定中的第二个含义。市民是国家的正式成员并且持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样 , 他们并非单

纯的市民 , 而且就是公民 , 并且按照康德的说法 , 他们还是积极公民 。这自然是一个现代的概

念 , 它与第一 、 第三个含义有时间上的差异。不过 ,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 , 第二层意思上

的市民是从第一层意思上的市民发展而来的 , 而其关键在于 , 第一层意思上的市民因其经济 、

地域和职业等原因而获得的政治权利被普遍化了 , 为其他阶层的人所享受。在这里 , 我们可以

看到康德所谓公民这一概念的社会 —历史和经济的渊源和背景 。

韦伯关于市民的定义虽然一直覆载到现代 , 即到韦伯时代 , 但是 , 韦伯研究市民的绝大部

分文字始终是围绕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活动与变迁而展开的。这自然首先给我们造成了市民这

个词与城市的天然而密切联系的深刻印象 。从韦伯的大量论述之中 , 就市民到公民的演变可以

概括出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 , 韦伯强调西方的城市与中国———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规模远胜于西方同

类的城市 ———或世界其他地区城市的区别 , 即城市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具有统一共同体那种

意义的城市却是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所未有的 。在中世纪 , 显见的特征就是各有自己的法律和

法庭以及不同程度的行政自治 。中世纪的市民之所以为市民 , 正因为他受这种法律的管辖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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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经济通史》 , 姚曾廙译 , 韦森校注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06 年 , 第 198 页;译文根据本文

的语境略有改动。



加推选行政官吏 。”①

其次 ,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城邦的国家 , 但是并没有成为主流;中国的城市乃是一

个统一国家的地方行政 、 文化和商业中心 , 并非自发地 、 通过某种契约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而

“西方的城市是通过古代的结盟和中世纪的联盟这类兄弟会的建立而兴起的。”② 即市民与城市是

通过共同的信誓 、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 , 其成员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最起码的平等的身份 。城

市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这种组成方式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模式。

第三 , 城市是自治的 , 市民受自己的法律———自己制定的法律或自己同意的法律———的约

束 , 并且他们有资格推选行政官吏。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直接渊源就是这种自治城市的民主制

度。不过 , 在这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 , 到韦伯那时为止的现代西方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直接从城

市共和国发展出来的 , 因此 , 民主制度的源流是通过国家形式的变换而持续的 。与此相关 , 就

社会阶层而言 , 现代的公民也并不是直接地从自治城市的公民发展而来的。不过 , 这不是本文

所关心的重点 , 这里的重点在于表明市民这个概念因其在自治城市的政治地位而具有了类似于

现代公民的意义 。

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 , 这些自治城市就因为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而逐渐

消亡 , 所以韦伯说 , “现代城市的命运却完全两样 。在这种情况下 , 城市的自治权重又逐步地被

取消 。17和 18世纪的英国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仅仅具有财政和社会阶级意义的行会集团。同一时

期的德意志城市 , 除帝国城市外 , 都不过是听命于上级的地理上的实体 (Landstaat)而已 。

……但是事实上 , 现代城市的自由被剥夺之彻底 , 正和古代时期随着罗马统治权的确立而发生

的情形不相上下” 。③ 但是 , 相应的阶级 、制度 、 观念 , 以及对此文而言重要的概念却保留了下

来 , 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倘若我们将视野拓宽 , 从韦伯反复论述的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与市民一直到 20世纪初之

间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着眼 , 那么就会看到如下的历史进程:市民是在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或自治

城市里面诞生的 , 两者一起造就了现代宪政与民主的雏形 , 并且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某种社

会—历史背景。然而 ,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 或者一般地说 , 随着宪政国家 ———无论是君主

立宪还是代议制宪政国家的出现 , 城市的自由被剥夺了 , 城市不再具有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的意

义 , 因而也就不复为独立的经济共同体 。但是 , 作为其结果———自然是就西欧的整体历史而言 ,

市民的资籍却普遍化了。这就是说 , 原先为市民所独有的权利被普及到了其他阶层。按照韦伯

的分类 ,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首先 , 阶级的界限拓宽了 , 原先对市民的经济规定 , 主要就是

财富条件的限制降低了 , 而且他们也不再受地域和职业的限制;第二 , 与第一点直接相关 , 市

民所持有的政治权利普遍化了 , 亦即为其他阶层的个人所分享 , 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阶层———在

那个时代主要是男性成员;④ 第三 , 在这样一个进程中 , 市民越来越成为一个阶级 , 而且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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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韦伯:《经济通史》 , 第 200页 。

韦伯:《经济通史》 , 第 200页 。

韦伯:《经济通史》 , 第 211页 。

实际的情况可能经过了一个巨大的曲折 , 即市民的地位首先被降低到与其他那些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的

阶层同样的水平 , 这就使他们在政治上与其他阶层相平等 , 却是无权的平等 , 但这为后来平等地分享

同等的权利提供了社会的条件。比如 , 在德国我们看到这样的事件:“1807 年的十月赦令规定了占有和

使用土地的自由 , 废除一切农庄农民隶属关系或农奴制度。在 1810年圣马丁节后应该只有自由人。于

是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 “ 1808 年 , 各市镇按城市条例实行自治。现在市民有权

选举市议员 , 再由他们选出政府。” 参见拉夫:《德意志史》 , 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56 页。



越来越政治化的概念和术语。政治权利的拓展至少在理论上 、 法律上以及如果情况理想的话在

实际上抹平了韦伯所说的第二层意义上的市民与在其两端的阶级的差别。

这里以韦伯的定义为纲 , 参照德国的历史以及一般欧洲的历史 , 勾勒出从市民到公民演变

的一般进程。这个进程在现实生活中是波澜壮阔的 , 通过无数的战争 、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

逐步达到的 , 并且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达到的 。

韦伯为市民的定义所提出的考证性分析和综合 , 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市民的社会的 、 经济的 、

军事的活动层面 , 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治的共同体是如何在上述各种关系之中并通过这种

关系而形成的理论场景。人们由此可以看到并理解市民这个概念在社会—历史之中的复杂性 ,

但从中依然可以得出与之相关的关键因素:自治城市通过盟誓①由平等的人 (Eidverbrǜderung)

组成;自治城市不仅在行政 、 法律上自主 , 甚至也有自己的军队;得到市民同意的并对所有市

民一视同仁的法律 , 从而在某些层面上大体平等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利 , 以及部分市民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② 亚当·斯密在其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也谈到了自由市民形成的大

致相同的方式:“这一部分弱小人民 , 既不能受国法保护 , 又无力自卫 , 所以只有两条路走 , 就

是说 , 若不投身某大领主之下 , 为其奴隶 , 乞求保护 , 就只有联合起来 , 共同守卫 , 彼此相互

保护 。城市居民单个地说 , 没有自卫能力 , 但一经有了攻守同盟 , 抵抗力就不可轻视 。”③ 韦伯

常常引用 “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 (Die Stadt luf t macht f rei)这句德意志谚语来指明自治城市的

性质 , 斯密的判断也与此大体相仿:“至少 , 从这个时候起 , 他们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这个字

的意义上 , 是自由了 。”④ 而市民之所以是自由的 , 除了免除奴役之外 , “他们通常设立一种自治

机关 , 有权推举市长 , 设立市议会 , 设立市政府 , 颁布市法规 , 建筑城堡以自卫 , 使居民习战

事 、任守备 。”⑤ 这些广泛的权利为我们理解市民这个概念所蕴涵的公民的意义 , 或者说 , 理解

它如何演变为公民的概念 , 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证明。

市民各种自由之中的一项主要因素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 ,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

拥有财产的自由 。虽然平等的财产权到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还是人们所要追求的三大目标之

一 , 但在那些自治的城市却已经开始了逐渐付诸实现的进程。这最早表现为自由地占有土地 ,

或者至少持有土地的资籍 。⑥ 它自然同时就扩展到自由地拥有其他财产的资籍。在市民所具有的

一切自由中 , 这一项自由正是它们在现代变迁中的契机和持久的因素;在随后的西方社会 , 尤

其是在现代社会城市自治权被逐步取消的过程中 , 只有这一项权利得以不断地扩展。或许也可

以这样说 , 正是现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才造就了使这一项权利普遍化的条件 。它在法

[权利] 与法律上的重要性 , 我们稍后就会在下面关于康德法哲学的文字里认识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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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郭大力 、 王亚南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7

年 , 第 365 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第 364 页。

参见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 陈国梁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6 年 , 第 123 页;韦伯:《经济通

史》 , 第 207 页。



二

本文对公民概念在康德法哲学体系里的导出 、 意义和地位的考察 , 也是对这个理论本身内

在结构的分析 , 因此它偏重于方法与逻辑的诠证 , 而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意味着重新阐释 。康

德一向讲究著作的谋篇布局 , 因此 , 概念在其著作中的正式出场和位置的安排 , 都有其结构上

的通盘考虑。下面的考察将依照康德法哲学的内在理路以及论述的一般逻辑展开。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 像 《实践理性批判》 一样 , 是以综合为其主要方法的 。康德说 , “一

切法 [权利] 的命题都是先天的 , 因为它们是理性法则 。”① 而就这个原理的基本任务是从理性

的先天法则推演出特定的法的命题而论 , 康德法哲学的任务就是回答如下一个问题:“先天综合

的法 [权利] 命题是如何可能的?”② 这样 , 我们就看到 , 康德的理论进展在这里从关于个人的

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先天原理出发 , 推演出其他特定关系的命题 , 并且在某一个关键之点上 ,

公民概念就会顺势而出。但是 , 这个概念在那里仅仅包含与其核心意义相关的基本规定 , 因而

自然也就是一种抽象的界定 。所以 , 这里的文字主要检视法 [权利] 的核心关系 , 以及它如何

会产生公民及其概念的规定。

康德在不同的法哲学文字里面 , 进入法 [ 权利] 原理的方式是不同的。在 《法的形而上学

原理》 中 , 他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 。其一是 《实践理性批判》 的路数 , 即以自由的实在性为

前提和基点进入法的原理 , 其过程的简单线路就是通过扩展自由的概念 , 引出外在自由 , 又从

外在自由就是我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并立这一观点导出我的和你的这个关系 , 而后者乃是康

德法哲学里面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 、核心的法 [权利] 关系。这是一个从先天法则进入经验

关系的进程。其二就是直接从我的和你的关系切入 , 逐渐将此种关系扩展为其他的关系 , 因此

后者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 。但是 ,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引入法的先天原理的过程 , 而从另

一方面来看这也就是分析的方法。③ 这样 , 在方法论上 , 我们就又见识了康德并用综合与分析的

实例 。对法哲学或者一般的法学理论来说 , 用先天的原理来规定和诠证具体的法律关系当是一

条荆棘满布乃至山壑横亘的路径;但是在康德这里却仿佛是一条坦途 , 它将所有的法 [权利]

的关系串联在一起而自成一体 。这之所以可能的关键就在于他将我的和你的这个关系作为一切

法 [权利] 的原初关系 , 或者说元关系 , 它也就成为一切其他关系的渊薮 。

应当承认 , 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态度 。这种彻底性在于使人们可以撇开一切传统的 、 宗教

的 、 伦理的以及其他的关系来直视现代个人之间关系的本质 , 而这自然也就让人们能够直面公

民这个概念的实质所在。虽然并非现代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在理论上都能从我的和你的即占有这

种关系演绎出来 , 并且也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能够简单地还原为这种关系 , 但是 , 现代社会

的核心和基本关系却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和构造的 。

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由我的自由与你的自由的并立这个原理来确证

的。④ 在经验中 , 我的和你的之关系原本有多种不同的性质 , 比如 , 在社会 —历史现实中 ,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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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流地位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 这就是说 , 在这种关系中的我与你具有不同的资籍 ,

因而它可能表现为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 , 也可能表现为享有不同权利的不同等级的个人之间的

关系 。譬如 , “我” 杀害 “你” , 只需赔偿一头牛 , 而 “你” 杀害 “我” 就需以命相抵 , 甚至还

要搭上亲属的性命;“我” 拥有占有土地的资格 , 而 “你” 不仅没有这个资格 , 甚至是从属于土

地的 , 连人身也是不自由的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此外 , 与这种等级同等重要的一种事实是 ,

因为没有普遍的因而一视同仁的规范的约束 , 即使同一等级里面的 “我” 和 “你” 的关系也是

不确定的 , 他们并不受到同等的对待 , 因为这种内在的关系并没有一套稳定的规范来予以约束 ,

而是依那些有权来处理这种关系的人或机构的随意的判断而定的 。与所有这些社会—历史的经

验实在不同 , 在康德法哲学里 , 个人之间并立的外在自由是以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为前提条件的 ,

而自由原本就是一条法则 , 是对所有理性存在者一视同仁的 。于是 , 源于先天理性并受其制约

的我的和你的之关系中的我与你是两个平等的个人 。这样 , 从先天的原理出发 , 个人之间的在

法 [权利] 上的平等地位就确立了起来 。

我的与你的这种极其抽象的关系有其现实的内容 , 这就是占有 。① 每个人 , 或者绝大多数人

具有平等的资格去占有外在的物这一点 , 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哲学家 、 经济学家 、 法学家和历史

学家反复论述 、 分析的主题 , 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我们所不理解。然而 , 就如分析韦伯的

市民概念时所指出的那样 , 这一点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契机 , 而这个现代社

会在康德的笔下就是公民社会 , 在韦伯那里就是合理的资本主义 。在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 , 占

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并没有自由地占有外物的权利 , 自然也就没有平等地占有外物的权利 。在那

个时代 , 占有的对象主要就是土地 , 就如康德在其法哲学里举例时常常提及的那样 , 因为订立

契约是自由人的特权 。② 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 , 在其漫长的传统社会中 , 除了极少部分人外 ,

绝大部分人都有自由地占有财产的资籍 , 从而在理论上也就意味具有平等地去占有的资籍 ———

不过 , 这并没有通过某种类似基本法一类的规范得到清楚的规定 , 也没有在理论上受到高度的

关注。这一点就是使西方特定意义上的市民概念在中国社会 —历史境域中成为一个陌生的概念

的原因之一 , 因为市民在汉语里面并不像在康德与韦伯的著作里那样 , 或如在亚当 ·斯密的笔

下那样 , 是拥有某种特权的阶层 , 从而是一个法律概念和政治概念 , 而只是一个与地域和职业

有关 、甚至仅仅与居住地有关的概念。

于是 , 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倘若按照康德的先天原理成立的话 , 就兼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

重平等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资籍去占有外在的物 。康德的法哲学为这两种关系提供了一

个共同的先天的原理 , 或者反过来说 , 先天的原理将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个统一的法 [权利]

的体系里面。我的和你的这样一种关系即纯粹的占有 , 在康德法哲学里面属于私法

(Priv atrecht), 并且在自然状态之中也是有效的。但是 , 在那种状态中 , 这种外在的关系 , 这种

占有 , 乃是暂时的 、 不稳定的 。为了使这种关系成为确实的和稳定的关系 , 单单理性的先天原

理就不敷足用 , 而需要后天的强制。这就是说 , 虽然理性存在者都能够认识到关于外在自由并

立的法则 , 但是并非所有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出于自觉来服从这个法则 , 要达到这

样的效果就需要使这种理性的法则化身为外在的强制 。于是 , 这里就出现了一类重要的社会—

历史行动 , 法 [权利] 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也因此出现。这个行动就是人民彼此联合起来 , 共

同制定一套法律 , 并且愿意服从这套颁行的外在的法律 。那个因素就是公共的意志或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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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 , 它能够将内在的普遍法则造就为外在的普遍的法律 , 使内在的普遍责任变成外在的普

遍强制。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总体就是公法 (das ö ffent liche Recht)。人们由此就脱离了自然状

态而进入公民状态。① 康德强调 , 私法的内容在公民状态中与在自然状态中是一样的 , 而公民状

态中的法律只是关涉人们聚合起来的法 [权利] 的形式。② 换言之 , 公民状态就是人们同意将有

关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的先天法则造就为 “我” 和 “你” 都必须服从的外在法律 , 使服从这个

法则的个人意志聚合为共同的意志 。

公民概念就这样在康德法哲学体系里面出场了。我们看到 , 这个进程及其达成的方式相当

简单 , 这就是那些不得不相互一起生活的人为了使自己的占有稳定和永久化 , 为了一个稳定的 、

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 具有外在强制性的法律并在其下联合起来 。但是 , 这里却包含了三个不可

忽视的基本因素 , 它们与韦伯关于市民的定义是大体契合的 。第一个基本因素是占有 , 这也就

是公民之间的基本的法 [权利] 与法律的关系 ,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关系 。人虽然被称为政治动

物 , 但其本原的行为当是经济的 , 并且是以此行为来造就政治活动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 即占

有对公民来说是一种平等的权利 。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财产权 , 也就是说都拥有平等的占有

权 , 这在当时的西欧依然是一项还没有达到的目标 , 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还是一种特权 。以上两项单独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 但当它们的前提是个人彼此自

愿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即第三项基本因素时 , 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虽然国家是向来就存在

的 , 但是与上述两项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却具有特殊的性质 , 即它导致法治的政体 ,

而如果法 [权利] 的普遍性是充分展开的话 , 就会导致民主的政体 , 而用康德的话来说 , 它就

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

于是 , 从康德法哲学的内在理路这一角度来检视欧洲社会—历史上类似的实在 , 或韦伯理

论体系中的自治城市时 , 我们就会看到 , 这种共同体及其固有的因素包含了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

后者的结果就是现代西方的民主共同体。自治城市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雏形。公民概念是由市

民概念演变而来的 , 但是 , 市民单独的经济性质 , 或单独的社会性质 , 都不足以使其成为公民 ,

甚至单独的法的性质也不足以使其成为公民 , 而只有政治的行动才使其成为公民。这就是康德

法哲学通过其抽象而简单的演绎诠证的道理。什么是政治 ? 简单地说 , 政治就是通过法的原理

及其外在形式使基本经济关系普遍化并确认这种普遍性的行动 。韦伯关于自治城市 、 市民以及

统治社会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

三

下面将对公民概念在康德文本中的不同意义做一些具体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 , 我们便会

看到 , 在具体的语境里面 , 公民概念的意义是不同的 , 而这与社会—历史具体境域中的公民具

有不同的资籍这一点是正相对应的 。

在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里面 , 公民这个词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形容词形式 (即 bǜrgerlich)

来规定诸如状态 、宪法 (Verfassung)、③ 社会等人的实存的组织形式及特征的。在多数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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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用来规定状态 (Zustand)的 , 即与自然状态相对的公民状态 (bǜrg erliche r Stand)。公民状

态是私法与公法的分野 , 它在康德法哲学里的意义是多层次的 , 其中最基本的意义就是野蛮人

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的那个有统一法律的社会 , 而不论这个法律是根据什么意志 、 由什么人来

制定的。

先天的理性法则早就存在 , 为什么恰恰在某个时候人们突然想到要将作为自然法而存在的

我的和你的先天原理制定为普遍的外在的法律规范 ? 这是对社会契约学说的一种普遍的质问 。

向康德提出这个追问是尤其正当的 , 因为他有明确的历史发展的思想 , 比如他的理性的历史计

划。对此 , 康德有一个相当明确的看法:“去查实国家机器的历史渊源 , 是徒劳无功的 , 亦即人

们无法将公民社会的开始确定到某个时间点上 (因为野蛮人并没有设立任何他们起初臣服于法

律的标志 , 并且反倒很可以相信 , 他们是以强力肇始这个机器的)。”① 康德这里所要表明的是 ,

社会契约论在他的法哲学里面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 , 它的理想类型是和平的 。然而 , 在社

会—历史的实在之中 , 即便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也可能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实现的 。韦伯在

其关于自治城市和市民的文字里也反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不过 , 在这里明确这一点是让我们

将注意力集中到康德法哲学自身的理路上面 。

康德认为 , 自然状态也有社会 , 所以这里的社会姑且可以看作是自然状态与公民状态的过

渡形态。一种理想的公民状态 , 是由人们自愿地以平等的身份联合起来 、制定法律并服从这套

法律而形成的共同体 。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公法所适用的情形 。如果再简略一点 , 那么这就是有

一套颁行的因而外在强制的 、 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法律的社会。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公法的公设所

阐明的正是这一点:“在无可避免的与人共处的关系之中 , 你应当从那种自然状态转入法的状

态 , 亦即分配正义的状态 。” ②

公民状态下的社会成员 , 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国家公民 (Staatsbǜrger)。他有三种不可分离的

法的属性:第一 , 法律上的自由 (gesetzliche Freiheit);第二 , 公民平等 (bǜrgerliche

Gleichhei t), 不承认有高人一等的人;第三 , 公民的独立性 (bǜrg erlichen Selbstständigkei t),

即公民的实存仅仅缘于他自己的权利和力量 , 而无关乎他人的意愿。这一点关涉政治权利 , 因

为在表明一个公民的人格在法律事务中是不允许别人来代表这一点后 , 康德接着就指出 , “投票

的能力造就了国家公民的资格” 。③ 但是 , 这种能力是以公民的独立自主为前提条件的 , 这就是

说它是这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 , 而不是其某个从属的部分 。④

不过 , 这只是一般的情形 。在康德的具体语境中 , 公民这个概念却有多重意义 , 它在一种

意义上就等于臣民 (Der Unter than)。⑤ 康德提到这样一种公民联合体 , 在其中所谓公民之间的

关系包含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 , 而并不都是平等的侪辈的关系 , 因为事实上统治者与臣民所要

遵守的法律也是有差异的 。⑥ 在这种情况下 , 公民事实上受某种外在的统治者的统治 。那些统治

者并不是公民的代表 , 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 尽管他们可能进行了良好的治理 , 建立了完善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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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体系 , 如此等等。但是 , 这些都取决于统治者的偶然情形 。他们也可能会滥用权力 , 并且实

际上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那么此类情形倘若出现应该如何办理 ?康德说人民应当忍受 。然而 ,

在这种情况下 , 公民所具有的三种属性就会受到侵蚀 , 而公民自然就不复为公民。倘若公民要

忍受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滥用 , 并且这种滥用如果经常发生的话 , 那么这自然就会与公法的原理

直接相冲突:它原本就是为了确保我的与你的之关系的平等和稳定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康德仅仅区分了自然状态与公民状态 , 所以统治者与臣民这样一

种关系也是在公民状态之中的 。这样 , 康德的经典定义自然就出现了严重的罅隙 。在这里 , 公

民概念的意义 , 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 , 只能勉强维持在其底线的水平上面 。不过 , 它有其社

会—历史的现实对应 , 这一点下面会分析到 。

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 , 最理想的公民只有在真正的共和国之中才能够存在 。康德说 , “一切

真正的共和国是并且无非就是人民的代表体系 , 旨在以人民的名义 , 由联合起来的所有国家公

民 , 通过他们的代表维护他们的权利。”① 在这种情况下 , 人民不仅代表主权 , 而且自身就是主

权者 。

公民资籍的最高境界是世界公民 。这首先关涉的是一个人民共同体与另一个人民共同体之

间关系的建立 , 同时也关涉一个公民与其他人民共同体以及其中特定公民的关系。世界公民的

目标如果要实现 , 那么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将由那种真正的共和国来管理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②

如何来看待 、解释康德公民概念的不一致 ?如何由此而来理解和措置康德的公民概念 ?显

然 , 这里需要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梳理康德公民概念的不同意义 , 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这个概念的

内在结构并阐释其意义。

我们可以从康德对其法哲学的论述中 , 对其公民概念的三种语境进行分析和确定 。这三种

语境分别是:第一 , 在诠证自然状态向公民状态的转变以及两者区别时 , 对公民概念的规定;

第二 , 在国家法的论述中关于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观点 , 以及在论述人民与最高权力之间关

系时关于公民对统治者的滥用权力不能提出积极反抗的观点;第三 , 在论述真正的共和国和代

议制 、世界公民时关于公民的观点。在第一种语境里 , 公民概念的规定是由社会契约的理论设

计而造就的 , 这是一种一般性的规定 , 因而也是一个理想的规定 , 这层意义上的公民可称为理

想契约公民。第二种语境实际上是康德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境域 , 公民概念的意义规定就受到当

时政治现实的影响 , 从普鲁士的国情到法国的大革命都可以考虑在内 。第三种语境是关于未来

的理论蓝图 , 但是确实也有可以引以为据的社会 —历史的事件。这个语境中的公民可称之为未

来公民 , 或者更宽广一些 , 可称之为世界公民。

第一种语境和第三种语境都是理想的语境 , 但是 , 如果揆诸于第二种语境 , 就会发现有一

个人数上的差别:参与原始契约制定的 , 其上限无非是所有积极公民 , 并且在康德的法哲学里 ,

所谓积极公民的标准 , 即凭自己产业生活 , 也是相当含糊的;而在最后的理想共和国中 , 乃至

在世界公民状态 , 公民资籍已经普及到每一个个人 , 所以在这个语境中的公民就几乎等于每一

个个人———为了准确 , 当然还可以加上年龄等限制。

在研究康德法哲学的公民概念时揆诸于社会 —历史的实在而做一对比分析 , 是有充分的理

由的 , 这就是这个概念本身的渊源和历史 。这样 , 我们可以把韦伯等人关于自治城市的理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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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参照来理解第一种语境中的公民概念。诚如康德所说 , 最初的历史是不可考证的 , 所以

我们看到 , 关于最初契约的订立 , 康德宁愿采取一种理论的理想处理方式:人们一致同意订立

一套保护我的和你的 , 亦即占有的法律 , 并且服从这个法律。而实际的自治城市或其类似物的

建立 , 当是一个历时颇久的过程 , 并且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 各种势力和政治力量相互角力 ,

比如军事的 、经济的 、社会等级的等因素之间的因缘际会 , ① 也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过程 , 甚至

也并非是单单通过契约达成的。如上所说 , 康德充分地意识到了社会契约论与实在的社会 —历

史不相契合这一特点 , 但是这并没有减弱这一设计的理论意义 , 而就公民而论 , 情况也是一样 。

在第一语境里面 , 那些订立社会契约并因此而建立一个接受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支配的共

同体的参与者 , 只是少数有资格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平等的个人。

第二种语境的公民 , 更为直接和明显地反映了康德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情形 , 或在此之前曾

经发生过的情况 。公民之被视为臣民 , 或臣民之被视为公民 , 最终的根据就在于他们受到共同

体的法律的统治 , 并且在最低限度上某些法律对于所有公民 , 包括统治者和臣民是一视同仁的 。

比如 , 这些公民没有参与政治比如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 自然也就没有参与法律的制定的权利 ,

甚至是否具有表示同意的权利也是可以怀疑的。不过 , 我们看到 , 康德生活于其中的普鲁士腓

特烈大帝时代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 , 是一个治理得比较清明的时代 , 这位国王也能够效法法国

启蒙思想家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 , 那些作为臣民的公民虽然没有选举权一类的政治

权利 , 但是在某些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对待的资籍确实让公民概念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意义。② 这里

的底线 , 亦即公民资籍的底线 , 至少应当是在财产所有权上面 , 亦即凡公民皆有拥有财产的权

利。③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也在第二种语境中得到了反映。康德固然指责那被推翻的统治者 , 但对

革命的方式也表示了相当大的疑义。在这里 , 康德所表达的态度使其公民概念陷入深刻的矛盾

之中 。

那个时代的西欧距离普选权的实现还有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1791

年9月 3日宪法也依然规定 , 只有积极公民才享有选举国民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 而一定的财产

乃是公民是否具有选举权的重要条件。

第三种语境中的公民概念虽然出自理论的理想设计 , 但是它受到了卢梭等当时法国思想家

的影响却也是相当明显的 。不过 , 这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 , 理论的彻底性是有其自身的强大力

量的 , 它必然会超越现实社会状态的约束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 , 在当时的西欧 , 人之分

为等级乃是基本的社会现实 , 而享有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在内的公民 , 只是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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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极小部分。我们看到 , 就公民资籍的普遍性而论 , 卢梭的主张比康德的更为强烈 , 而且他

的要求是当下就应当实现的。但是 , 就一个能够普遍化的因而在未来也能够有效的公民概念而

论 , 康德的规定有着比卢梭更为一般性的基础 。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是我的和你的 , 即个人的占

有。虽然康德关于土地的观点有些摇摆和含糊 , 但是他强调个人占有的重要性这一点 , 却是相

当确定的 。相反 , 卢梭在这里的观点并没有康德那么彻底和确定 。此外 , 康德强调国家法

(Staatsrecht)、 国际法 (Vö lkerstaatsrechts)和世界公民法 (Weltbǜrge rrecht)之间的直接联

系 , 外在自由并立的原理倘若在其中失效的话 , 那么三种法 [权利] 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厦也将

倾覆 。① 这一观点倘无对法 [权利] 的普遍性了解的彻底性 , 是无法达到的 。因此 , 第三种语境

下的公民在当时乃是最具普遍性规定的公民 。

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冲突 , 通过划分上述三个不同的语境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得以消释 , 或者说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康德的法哲学理论之中原本包含一个一般而理

想的公民概念 , 这就是第一语境中的公民概念 , 它构成了法哲学理论的主体 , 也构成了其他两

个语境下的公民概念的核心。第二语境中的概念所指称的是作为社会—历史实在之中实存形式

的公民 , 第三语境中的公民概念乃是那个一般而理想的公民的普遍化。

四

本文将对上面的文字做一个总结 , 而这也同时包含对康德公民概念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 , 康德的公民概念包含如下几个特征:

1.普遍性 。这自然主要是就第一 、第三种语境而论的;而在第二种语境中 , 它仅仅维持在

无法突破的底线上面 , 这就是他们在至少一套法律体系的某些法律面前受到平等的对待 。

2.构成性 。公民概念不是对社会 —历史中原本的实存的概括 , 而是通过理论设计建构起来

的 , 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 , 是从先天的理性法则中演绎出来的 。公民资籍也不是自然形成的 ,

而是人们通过契约为自己造就的。

3.强制性 。公民资籍意味着放弃自然状态的自由 , 而接受外在强制法律体系的约束———这

自然也可以看作是外在自由并立的必然结果 。

其次 , 公民概念可以做如下一种结构分析:

1.它的核心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法 [权利] 的核心。倘若借用实践哲学的一般表达 , 这就

是外在自由的并立 , 而用康德法哲学中的表达式 , 它就是我的和你的关系 , 或者占有的关系 。

一切其他法 [权利] 的内容 , 因而一切其他的权利都是从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中衍生出来的 。

这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理论:从某种最为根本的关系引申出人的其他的权利 。所以 , 我们可

以说康德是一种构成的自由主义 , 但这与罗尔斯的构成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另一方面 , 我们

也可以说他是先验的自由主义 , 因为权利是从某些先天的原理而来的 , 并因此而成为可能的 。

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是最为抽象的关系 , 却也是最为根本的关系 , 整个社会的其他关系都

是以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种路数 , 让人们联想起马克思 《资本论》 的某种类似的路数 。

当然 , 除此之外 , 这两种理论在原理和方法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

2.公民的内在形式或曰本质并不是自然的个人 , 而是那套由人们共同制定并颁布出来的 、

在原则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体系。自然的个人是那种内在形式的负荷者 。因为 , 撇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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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法律体系 , 公民就退化为自然状态中的个人 , 而我的和你的关系也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

式实现出来。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历史的实在中都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

在与公民概念相关的范围内 , 这套法律体系不仅关涉法 [权利] , 而且也直接牵连政治 。不

过 , 在康德这里 , 政治的关系是从法 [权利] 的关系之中产生出来的 。倘若仅仅从理论上着眼 ,

我们是否可以梳理出这样一种次序:(1)我的和你的 , 或占有 , 关涉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形

式 , 它是经济的 , 但并不仅仅是经济的 。(2)法 [权利] 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理性的确认和规

定 , 而法 [权利] 被人们制定并颁布出来 , 这就是政治的行为。 (3)因此 , 法律始终就是政治

的结果 , 同样公民也就是政治的产物 。所以康德说 , 公民状态有颁布的法律的社会状态 , 就是

分配正义的状态 。①

3.与第二点相关 , 或者说是对它的强化:公民资籍与法 [权利] 乃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层

面。因此法 [权利] 的普遍性有多大 , 公民资籍的普遍性也就有多大 。这样 , 追问如下一个问

题依然是有意义的:究竟哪一种政体能够为康德所规定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提供产生和存

在的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康德与韦伯的分歧:这种普遍的公民资籍当是世界公民这样

一种身份 , 而其形式或许就是一种人民国家的联盟;而韦伯认为 , 超出人民国家的普遍资籍则

需要一个世界帝国。不过 ,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一般性的断定:在康德法哲学体系里 , 政府

以及其他种类的社会组织乃是公民的外在形式 , 或是其外在的存在方式 , 这就是说 , 在理论上 ,

公民这样一种资籍是政府或者康德所意属的那种共和国的逻辑起点和基点 , 因为法 [权利] 的

原理及其法律体系只是对公民资籍的确认和规定 , 而政府仅仅是法 [权利] 和法律体系的结果

和存在形式 , 尽管它们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和形式 。于是 , 我可以得出另一个一般的结论 , 在理

论上 , 人是被解析而编织进各种法的 、 政治的和经济的等等关系之中的 。公民就是人在这种种

关系构成的结构中的一种存在方式 , 所以在社会 —历史的实在中 , 我们所接触所遇见的都是因

此而以特定形式实存的公民 , 而非一般的公民。

〔责任编辑: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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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 inyan · 4 ·

The sinicizat ion of M arxist phi losophy as a paradigm fo r research on Marx ist philosophy in

contempo rary China represents the inhe rent demand of M 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 and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guarantee fo 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 f research on M arxist philo sophy in this country.If it can be said that

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af ter the founda tion o 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 once

prevailed atex tbook paradigm ,"fol lowed by areformed-tex tbook paradigm"in the 1980s , then

no unified paradigm can be detected since the 1990s in research on M arxist phi losophy in China.

To real ly take sinicization o f M arxist philo sophy as a paradigm , we must oppose various

dogmatisms , rectify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this siniciza tion , and giv e it a co rrect

academic orientation , as wel l as cla rify the impo 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inicizat ion of

Marx ist phi losophy as a paradigm and as a field.

(2)How Can Politics Enter Philosophy? Wan Junren · 16 ·

The deep crisis of modern po li tical philosophy is caused by the separation of po litics f rom

philosophy brought about by the unilat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nature of modern polit ical

life and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cognitivism"in modern philosophy itself.Essent ially , the

separat ion of politics f rom philo sophy is the separation of polit ics f rom morali ty.However , the

justif ication o f polit ics per se needs the support o f bo th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teleolog ical

values , and po litical ethics and vi rtues have alw ays been the necessary condit ions fo r the

justif ication of po li tical ends as w ell as the internal subjectiv e foundation o f a w ell-o rdered society

based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s of political e thics.Therefo re , politics cannot

actually be separa ted f rom philosophy , since politics can never be reduced to the technology of

po li tical governance;i t alw ay s needs and has in fact been get ting the inte rnal support of polit ical

e thics .Throug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s (i.e., what do institutions per se mean?

How do people act in inst itut ions?And whats behind insti tutions?), it i s no t dif ficult for us to

find an access point fo r poli tics to enter o r re-enter philo sophy and the reby find one o r more

po ssible approaches to the reconst ruc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 sophy .

(3)The Concept of Citizen in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Han Shui f a · 29 ·

Citizen (Bǜ rg er)is a co re concept in Kants philo sophy of law .It is discussed by Kant in

three distinct contex ts , and according ly has three dif ferent implications:the ci tizen as def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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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 ract theo ry , the citizen in specific socio-historical conditions , and the cit izen in a future

ideal republic.By so rting out and re-interpre ting the se implications , this article has cleared up

contradictio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cept and revealed its theo retical evolut ion.Besides ,

as this article show s , the concept of citize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ism ,

const ructionism , and normat ivism.The socio-histo rical backg round of Kants concept of citizen is

e xplored based on M ax Webe rs view s o f burgher and citizen .The evo lution f rom burgher to

citi zen originates f rom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rights;and ci tizen is a form o f mans existence in

his ow n creation , i.e.the sy stem o f law (rights).

(4)Reader and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thodology of Comprehension:Gadamer and

Methodological Hermeneutics Pan Derong · 42 ·

To judge Gadamers theo ret ical stance is a complicated mat ter.Hi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is g enerally reg arded as a tex t-cente red interpretive theory;how ever , analysis o f the

phenomenolo gical premises o f this theo ry clearly il lust rates his reader-centered po sition , a

po sitio n w hich leads to a re treat f rom pursuing the o rig inal intent ion of authors or the o riginal

meaning o f tex ts , and further to an inevitable disreg ard for the methodo logy o f comprehension .

Neve rtheless , as far as peoples conscious comprehension is concerned , the primary and

fundamental task remains that o f obtaining some relative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 which

necessitates as a prerequisi te a universally ef fective methodolog y. It is here that the

epistemolo gical signi ficance o f hermeneutics is found.This paper intends to re-int roduce

methodolog ical aw areness into hermeneutics fo llow ing onto logical ref lection , and i llust rate the

necessity o f a return to a tex t-centered methodolog ical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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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aoping and Ouyang Zhigang · 54 ·

Given Chinas dualistic urban-rural st ructure , this paper employ s the Theil index to measur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Based on the evo lution of the inequality and the real economic

grow th of China , i t further specif ies a nonlinear thresho ld cointeg ration model.As the test

results show , nonlinear thresho ld cointeg rat ion relations have existed betw een inequality and real

economic g row th since 1978 .Regime-sw itching occurs w hen the Theil index reaches 0 .100

(thresho ld value).From 1978 to 1991 , the long-run ef fect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o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w as po sitive;betw een 1992 and 1999 , there w as a smoo th

change to a negat ive effect;and since 1999 , the nega tive effect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income inequali ty has impeded Chinas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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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but has not yet been sy stematically demonst rated that Chinas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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