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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拉图的正义观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柏拉图将正义观从苏格拉底的德性修养转移到国家正义与公

民个人正义上来。他从国家和公民个体相互依存这一角度出发，将公民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紧密联系在

一起，形成的柏拉图正义观是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是一致的。这就是《理想国》全书想表达的柏拉

图的政治理想，整本书就是对公民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是否合一、如何合一、怎样合一的描述。最终通

过实现国家正义与个体正义来建立正义的美好的制度，建立正义的国家，从而让城邦人民过上幸福的快

乐的生活，从而实现柏拉图的毕生追求与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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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o’s view of justic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lato transferred the 
view of justice from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Socrates to the national justice and the individual jus-
tice of citiz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individual cit-
izens, he closely linked the individual justice of citizens with the national justice. Plato’s concept of 
justice is that the national justi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dividual justice of citizens. This is the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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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cal ideal of Plato that The Republic wants to express. The whole book is a description of whether, 
how and how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the justice of the country. Finally,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justice and individual justice, we can establish a just and beautiful system, 
and establish a just country, so that the city people can live a happy life, so as to realize Plato’s li-
felong pursuit and political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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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国》整部书都是在围绕着什么是

正义进行讨论，由什么是正义对之后的内容进行展开，在柏拉图的解读和分析中占据着很大的篇幅。我

们要更加系统和清晰地认识柏拉图的正义观，这对于我们从源头上了解正义，以及柏拉图在《理想国》

所体现的耀眼的思想特征有帮助，并且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古典政治哲学也有所助益。因此真正读

懂《理想国》，就必须搞懂正义观是什么。 

2. 柏拉图的正义观 

正义是柏拉图最为关注的焦点。柏拉图有着深刻的伦理关怀，他对于对个人美德与幸福有着极高的

追求。在柏拉图看来，幸福的生活才真正是符合美德的生活，其中只有正义的人才能过上美德的生活。

因此，只有正义观才能使人得到幸福。柏拉图对于雅典城邦有着深厚的感情，柏拉图希望雅典城邦和平

安定，也希望雅典城邦的公民过上快乐美好的生活。在柏拉图的正义观中，对美德的追求做到了最大化，

所以柏拉图赋予了少数拥有美德的哲学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牺牲了自由、平等等价值。柏拉图用毕

生的时间去寻找他所认为的可以实现正义的正确的方法与途径。所以当雅典城邦出现了为了追求快乐而

抛弃传统美德的现象时，柏拉图感到极其愤怒，促使他进行反击[1]。柏拉图的初衷是捍卫传统美德，使

正义成为雅典城邦人民牢固的信念。柏拉图是想让雅典的人民过上他认为的真正的至善的生活，建立至

善的国家，这才是他撰写《理想国》的真正的出发点。 
由于上述原因，柏拉图有着很强的政治关怀，从小便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

有所作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让雅典城邦人民过上快乐美好的生活。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残酷

的，雅典国家以及雅典城邦以外的斯巴达国家都无法实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在希腊存在的一百多个国

家中，雅典无疑是最出名的一个城邦国家，雅典经历过王政、寡头政治和民主政制，以及在贵族政制和

民主政制之间的僭主政制这些政治类型。在这些政治类型当中，两种最主要的政治类型是寡头政治与民

主政制。但是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都不是柏拉图理想的政治类型。寡头政治是只有极少数人在掌握国家

政权，如果统治者无德无能，平民会被统治者压榨而深陷苦楚[2]；而民主政治则是在不恰当的平等基础

上建立的，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五百人会议议员和陪审法庭陪审员中的大部分都没有相应的知识能

力与美德，同时民主政治下深陷党争，同寡头政治相比之下，民主政治党争显得更为激烈，平民完全无

法与贵族相争斗。其中最令柏拉图感到失望的是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使得柏拉图意识到建立正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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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并且建立正义的政权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正义，柏拉

图认为只有正义的哲学家才可以实现这一政治理想。 
在柏拉图心目中，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国家正义，还是公民个人正义，

都是无法单独存在的，二者必须相互依靠，没有离开国家正义的公民个人正义，也没有离开公民个人正

义的国家正义，离开了对方他们都无法实现。了解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理想国》会用大量篇幅

来谈表面上似乎是与正义无关的内容。所以我们明白，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合一

的正义观。 

3. 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的合一 

个人正义所反映的是灵魂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理

性是用于推理的部分，欲望是用于感受物欲的部分，而激情则是我们容易发怒的那个东西。其中柏拉图

的个人正义可以认为是灵魂中的各组成部分对于理性统治的一种态度，是一种可以保持一致认同的精神

状态。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是建立在三个等级之上的，以这三个等级为前提，这三个等级分别是统治者、

辅助者和被统治者。从柏拉图的思维模式出发，他的观点是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表面上看是两个方

面的理论，但实际上它们是具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便是正义的理念。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

义便是这共同东西的具体体现，它俩实质上是一样的。 
在柏拉图的视角中，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在个人正义中，

存在着理性、欲望与激情三个部分，在国家正义中，对应的部分分别是被统治者、辅助者、统治者这三

个组成部分。柏拉图将公民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相对应的做法，引来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有施特劳

斯、萨拜因、菲尔德、芬德利等等。他们认为将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相比较的做法是不恰当。笔者

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原因在于确实找不到确切的依据以此来证明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的相似性。 
并且，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存在条件关系。对于国家正义来说，它是个人正义的前提条件。对

于个人正义来说，实现其需要每个个体的主观上的努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能够

强化自己的理性意识[3]。但是对于努力来说，只有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需要去依赖正义的

外在环境。而在影响个人正义的一系列外在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素是制度。在一个崇尚正义的国

家中，不合正义的行为会受到正义法律制度的限制，即便不正义者不愿意遵守这一制度，但是也不得不

遵守[4]。这样，正义的制度便可以压制不正义者的不合法的欲望，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正义。相反的情

况，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不正义的，不正义者实施不正义的行为受到的限制就会很少，便无法压制其

欲望，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不容易实现其个人正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柏拉图提出，在现在的国家

是不正义的情形之下，很难产生正义的哲学家。 
公民个人正义是国家正义的基础。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相互依赖，国家正义离不开公民个人正

义，公民个人正义也离不开国家正义。柏拉图认为他心目中正义的国家须由哲学家来治理，其中最本质

的原因在于只有正义的哲学家才可以建立起正义的国家。在同样的情况下，正义的国家也是靠正义的个

人来运作的，如果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不正义，那么制度就会偏离原来的轨道。所以，国家正义是建立在

公民个人正义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样的国家当中，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职责。假如公民能够尽职尽责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不去干涉他人之事，这个国家便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变成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是正义的公民。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的正义与公民个人的正义是有关系的，是合一的，在不正义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

公民个人正义的，也不可能在公民个人不正义的国家中实现国家正义的，而在正义的国家中则是可以实

现公民个人正义的。由此我们明白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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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正义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 

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柏拉图

在书中提出了几点建议，例如进行良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德性、建立正义的良好的制度等等，笔者从

以下几点详细进行描述。 
首先是进行良好的教育。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出发，对于实现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最为重要的

一点是作为统治者的少部分人，其中所谓的护国者的工作无疑是最大最多的，护国是一种很独特高深的

技艺，并且他们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学习大量的知识，从而来更好地守护一个国家。所以柏拉图认为，如

果想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必须要在城邦中选出聪明机智、天资聪颖的孩童进行良好的教育，并且在

这些孩童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考验，优胜劣汰，最后选出一批正义的、甘愿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爱护城邦人民的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以此来建立大家理想中的正义的国家。只有进行了良好教育的人

才能真正胜任统治者的角色，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成为正义的人，才能真正为了建立正义的国家这一政

治理想而奋斗终生。最后，通过进行良好的教育，公民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才可能达成合一。 
其次是具备良好的德性。正义是以节制、智慧、勇敢为前提的一个关乎整体的德性。节制是公民个

体灵魂中欲望那一部分的组成。节制主要是一种向内的组成部分，而正义则是主动的向外的部分，与节

制正好相反。因此对于节制来说，它只是部分的德性而并不是整体的德性。但是对于正义来说，正是具

备了节制这份部分的德性，才可以真正被称其为正义。智慧在一个正义的国家中，主要是指这个国家中

统治者所具备的德性，是个体灵魂中的组成部分。勇敢也是正义的国家中统治者所具备的德性，但是它

是为统治者的统治所服务的，是辅助的其中一个部分，也是个体灵魂中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个体

灵魂中激情部分的组成部分。 
最后是建立正义的良好的制度。为了实现建立正义的国家以及实现公民个人的正义这一政治理想，

还需要建立正义的良好的制度。在教育中，对于护国者的教育培养制度来说，必须做到过程严谨，其中

在护国者的选拔以及考核制度尤为重要。国家统治者必须按照孩童的成长规律来进行，切不可揠苗助长。

但是外面的世界往往会存在着一些欺骗与诱惑，从而使得所谓的护国者忘记自身所肩负的任务与使命，

所以统治者必须通过建立正义的良好的制度来把这些动摇的护国者淘汰出局，最后可以挑选出不受利益

所动摇的并且可以真正可以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护国者[5]。此外，为了护国者可以更好地履行其

护国者的职责，柏拉图认为不能让其拥有其个人财产，让他们实行真正严格的公有制度，而且对于妇女

儿童也开始实行公有制度。 

5. 正义如何带来现实的幸福 

正义能否为公民个人与国家同时带来幸福这一问题是《理想国》这一书中十分关键的问题，有许多

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为什么要建立正义的国家以及为什么要实现公民个人

的正义。如果实现正义与不正义所起的作用相同，那么就没有人真正去关心正义，这也不会成为柏拉图

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 
对于柏拉图而言，他是从德性出发，提出正义是全体城邦人民的幸福以及整个城邦的幸福，并不是

一部分人的幸福。在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中，建立正义的国家以及实现公民个人的正义目的是为了全体城

邦人民的幸福，使得他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于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来说，它们是合一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民个人的幸福与国

家的幸福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公民个人幸福的国家幸福，也没有国家幸福的公民个人幸福。国

家作为利益共同体，国家就是公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体。如果在一个城邦中，每个个体都只从自身利益出

发，在面对财产时，只想着多占多拿，势必会有其他个体少占少拿，那么会引起无限的争斗与冲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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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国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6]。在一个国家中，只有每个个体是正义的，不会逾越正义的界限，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不会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国家正义与公民个人正义才会实现，城邦的所有人民才会感

到幸福与快乐。 
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如果个体是不正义的，那么他们便会与正义的公民为敌，而且对于建立正义的

国家这一目标也没有丝毫助益，会使得国家陷入矛盾之中。从德性这个方面来说，不正义的人不具有正

义的德性，那么他们的心灵便无法很好地发挥应有的调控的作用，会让城邦人民陷入混乱中，从而得不

偿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是不正义的时候，公民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愿望变成了奢望，

并且对于不正义的公民个人来说，也不可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只有建立正义的国家以及实现公民个

体正义这一目标实现的时候，那么城邦以及城邦的人民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6. 结语 

正义是公民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关键点，是国家正义的实现与公民个人幸福的关键点，还是正义的德

性与幸福的关键点。从以上四个部分的论述中就可以得出，正义是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合一，在

国家这一整体的利益之下，可以保证公民个体利益的实现，也可以保证他们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于德性来说，正义是整体意义上的德性。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国家是一个整体，对于个体灵魂的

各个组成部分来说，公民个体又是一个整体。因此对于德性而言，公民个人与国家是合一的。在实现了

正义德性的国家中，国家与公民个人在整体上达到了和谐，国家与公民个体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与

展示[7]。柏拉图在《理想国》的视角中，将国家认为是公民个体的某种程度的放大，二者是紧密依存的，

所以只有当公民个体的正义实现的时候，国家的正义才可以实现，国家才可以建设成柏拉图心目中的理

想的国家，城邦人民才可以真正过上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综上所述，幸福这个词才真正意义上是柏拉

图毕生的追求目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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