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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密尔，他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自由观，他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承者，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开拓者。他的自由主义思想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

展也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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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l, the famous master of liberal theory in the 19th century, formed his own unique view of freedom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He is not only the inheritor of clas-
sical liberalism, but also the pioneer of neoliberalism. His liberal thought h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ven in the 21st century today, Mill’s liberal thought also has a certain tim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which is worthy of our critical 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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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密尔对英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对政治、经济、哲学、逻辑以及宗教等领域

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师，是使传统自由主义过渡到现代

自由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其所著的《论自由》中得到了系统地阐述。他不

仅坚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坚定地捍卫和追求个人的自由；同时他还试图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

对个人自由进行重构，将个人自由的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并巧妙地将自由主义和功利主

义融合起来，超越并发展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不仅对十九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巨大

影响，更为世界各国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思想渊源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演变。处于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自由主义，它的思想主张及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展现出了一定的差

异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理论渊源，密尔的自由观也

受到其所处时代与其他思想家的影响，最终促使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化。 

2.1. 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 

古典自由主义发轫于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反对封建专

制统治的结果，洛克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其主要政治思想来源于他的《政府论》。

在洛克之前已经有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做了相关的阐释，但由于他们两位都不认为

社会处于一种开放而自我完善的状态之中，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规则能够用自由和理性来衡量，因而他

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他们有关自由的思想观念也为自由主义的诞生做了铺垫。 
洛克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他的自由观主要阐述了自由与权利的关系以及公

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在《政府论》中，洛克写道：“完美且没有缺憾的自然状态就是在自然法的规定

的范围内，遵照他们所认为的合适的方式来决定他们的行为、安排他们的财产以及人身，不需要得到任

何人的允许或着受他人意志的支配[1]。”由此可见，洛克认为自由是需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的，在他看

来自由是人们“在自然法允许的范围内，遵照个人的意志去处理或者安排他自己的人身、行动以及财富

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其他人的意志的支配，而是能够自由地遵照他个人的意愿[2]。”同时，

洛克的自由观也带有消极的色彩，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属于个人的私域，若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任

何人和任何的政治权威都没有权利对这一私域进行干涉。总之，洛克所提出的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发展，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也成为了密尔自由观的思想来源之一。 

2.2.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功利主义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的准则，它是一种把实际效益作为道德判断根据的一种思想观念。边

沁是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是功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系统地提出功利主义思想理论的第一人，

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为密尔的自由主义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他所著的《政府片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在《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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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边沁指出“正当的行动和精确的政治方针都必须要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且要使痛

苦的范围缩减到最小，必要的时候可以损失少部分人的利益诉求，以此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3]。”

因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被边沁视为功利主义的主要原则，他认为这一功利主义原则是判断国

家法律以及制度好坏的根本准则。在边沁看来，“求乐避苦”乃是人的天性和人的利益所在，它支配着

人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功利原则就是趋乐避苦，对于功利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实现了个人的自由，维护了

自身的利益。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认为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提高人们的功利，

人民为了自身的幸福和利益而服从政府，政府的活动应遵循“最大幸福原则”，增进社会福祉；如果政

府违背了这一原则，人民则可以不服从政府。密尔的道德判断原则承袭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也认

为人是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与此同时，密尔在《论自由》中还将自由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思想巧妙地融

合在了一起，推动了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发展与进步。 

3. 密尔的自由观 

密尔的自由观主要体现在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社会权利之于个人的限度这三个方面，在论

述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伤害原则，并试图将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促成了二者的共同发

展。同时他还明确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3.1. 思想言论自由 

密尔对于个人思想言论自由的论述可谓精辟独到，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的绝对

性。密尔反对政府控制民众发表言论的自由，他指出这种剥夺人们思想言论自由的行为是一种掠夺整个

人类的罪恶行为。密尔认为，即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保持沉默，但那个被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

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包含并且通常确实包含部分真理；纵然被公众认可的意见不仅是

正确的，而且是全部的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历了极其强大和严重的挑战，否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

只持有一种先入之见，而不理解或认识到它的理性基础[4]。在密尔看来，真理中往往包含着谬误，谬误

中也有真理的成分，真理只有经过与谬误之间碰撞与冲突的考验才能充满活力，这一过程也使公众对真

理的认识更为深刻；如果真理拒绝接受任何思想言论的挑战，终有一天真理也会走向僵化，因此，要使

每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都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是获得真理的重要途径。因此，无论是从人的本性出发，

还是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来说，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应当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3.2. 个性自由 

个性自由是密尔自由观的又一重要观点，他将个性与自由结合起来，认为个人自由就是每个人按照

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做他想做的事。他指出“真正的自由，就是以我们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追求符合我

们自身利益诉求的自由，而且我们不能剥夺他人追寻自由的权利或阻碍他人追求自由的道路，每个人都

应该容忍彼此按照各自所认为理想的方式去生活，相较于迫使每个人都遵循其余人所认为的理想的方式

去生活，前者所获得的更多[5]。”由此可见，密尔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那些仅仅关系到行为体本人的事

情，他应当享有绝对的自由。密尔又进一步指出，影响人类获得幸福的首要因素就是个性的自由发展，

它会使人对自由、对他人更有价值，个性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推动社会的

进步，拥有自由宽容氛围的社会更容易培育出天才和社会精英，而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或家长制国家中

的民众，他们的思想则更为狭隘，他提倡不同的人应当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通过专制权力而压迫人

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具有个性的人创造的，解放人的思想，发展人的个性自由，在一

定程度上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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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 

密尔《论自由》的开篇即明确指出，他所要论述的主题并不是属于哲学范畴的意志自由，而是要探

讨公民的自由也即社会自由，也就是说他所要讨论的是社会能够合法作用于个人的权利的范围和界限[5]。
可见密尔所强调的自由是社会自由，他所论证的核心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探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密尔提出了著名的“伤害原则”。他指出：

“社会不论是通过法律制裁还是利用公众舆论的手段以强制和控制的方式对他人实施干预，都必须遵循

伤害原则，即“个人或者集体对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的自由进行干预的唯一的目的仅限于自我保护。在

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任何一位社会成员通过违背他人意愿的方式使用强制力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了防止

他人受到伤害[6]。”因此，密尔认为国家或社会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来自社会舆论对个人自由

所产生的无形的强制力也应当受到约束。如果说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的自由思想是允许国家和

社会权力干涉的，那么密尔的自由思想则是与权威干涉、道德及法律强制相对立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

障个人自由，避免国家及社会的任何行为对私人领域产生干涉，密尔试图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一个界

限，这个界限则是群己权界，它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密尔所不断强调的“伤害原则”。 

4. 时代价值 

密尔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他的自由观念促使传统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推动了自由主

义思想的发展，对十九世纪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

到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影响，主观上带有功利主义以及政府不干涉主义的色彩，但在客观上他充分论证

了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发展个性自由的必要性，并厘清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现代民族国家

的政治体制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自由观念，同样对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迪

作用。 

4.1. 尊重并推动个性的自由发展 

人的个性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发展人的个性则有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人的个性与生产力具有密切的联系，人的个性被寓于生产力之中，并通过生产力体现出来，人既

是生产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力的体现者。人的个性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因此，发展生产力需要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摆在首位，通过解放人的个性来

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 
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中

的人，他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要执行者，他认为，人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发展，而个

性的自由发展则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也曾指出，人是具有能动性和全面发展的人，

而不是被物化和僵化了的人，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压制人的个性，使之

僵化而失去活力。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限制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只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

们必须要明白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只有使每个人的差异性都得到充分的

尊重，注重并提倡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才能培育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进而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差异的社会，是多

元价值并存且相互认同的良序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差异性的社会，而是倡导

一个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社会。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个性都具有差异性，尊重人在个性上的差异则是尊

重事实，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构成了我们多元并存、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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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群己权界 

群己权界即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界限，这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必须要面对

的问题，也是国家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要素。事实上，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而又相对独

立的主体，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社会之于个人。个人的自由发展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个性的自由发挥需要得到社会的

支持与保障，社会需要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社会需要为个人的自由发展

提供一个安全而稳定的环境，确保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个环境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使人的个性得以

自由发展。其次，社会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个性的自由发展也需要得到民主的、宽松的、和谐的社会氛

围作为支撑，社会能够通过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为人的个性发展划定一个民主而自由的制度空间，在

这个制度空间里，人的个性自由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最终使人发展成自由而全面的人。 
第二，个人之于社会。人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客体，它是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的良好而长足的发展

需要依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行为规范、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舆论等方面产生深刻

的影响，故而人承担着发展社会的责任。因此，为了构建一个良序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这要求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个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个性的自由发展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发展，

它需要立足于社会自由，尊重社会规范，尊重法律权威，个性的自由发展应当以建设一个和谐而稳定的

社会为依归。 
总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赖、相互制约并互助互促的关系，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而社会的和谐稳定又需要自由而全面的人来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

一的关系，要想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双方都需要明确彼此之间的界限与联系，只有这样才

能创建一个良序的社会，才能实现双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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