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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

———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


许小亮

　　内容提要：罗马人的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所塑造的“市民法—万民法”的历史演化进程

与逻辑关系构成了现代早期欧洲“万国法—现代国际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的历

史基础与对照。正是在对罗马“市民法—万民法”关系的重构中，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与法

律理论家力图将基督教帝国所蕴含的世界秩序的图像在现代世俗秩序中加以维系。国家理

性观念的出现使得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理性的

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

家秩序在政治和法律秩序的理论构造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原本流行于早期现代欧洲

的万国法观念湮没于现代国际法的话语之中。全球化时代对新世界秩序的吁求使得早期现

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的万国法观念有必要被认真研究和对待。

关键词：万民法　国家理性　万国法　国际法

许小亮，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世界的政治秩序无非是由国家秩序和国家间秩序所构成。国家秩序由国内法调

整，而国家间秩序则诉诸国际法加以规制。但是，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这种调整国家和国家

间秩序划分的法律从何而来？因何而生？将往何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更在于，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展，这种国家间秩序会进一步向新的世界秩序转化吗？现有的国家秩序

会受到新的世界秩序的消解吗？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之前，我们首先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秩序和国家间秩序在何种意义上是统一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立的？

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制度史的视角来看，在中世纪帝国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秩序转型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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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伴随现代国家秩序之生成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景象。这种世界秩序的景象在

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和法律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早期现代欧洲在天下秩序未定之际所

展现出来的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秩序的

不断成长，这种世界秩序逐渐转变为一种受制于民族国家自身的国家间秩序。上述世界秩

序及其受到民族国家的掣肘而形成的国家间秩序分别涉及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和法律理论中

的三个核心问题：万国法、国家理性和现代国际法。

由此而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自晚清以来在迈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法律

的层面来看，其所继受的乃是现代国际法理论，而非早期现代欧洲的万国法理论。因此，从

晚清到民国的一系列外交行动中，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万国法主体与国际法主体之间究竟

有何重要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不仅在欧洲自身的思想和现实发展中被遮蔽，而且在东西

方文化和政治法律的交流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和遗忘了。所以，民国政府在面对天下

体系解体之际所产生的“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困局所开出的药方，仍然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

的民族国家体系。如果以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从天下体系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是过于突兀的，其间并没有经历一种早期现代欧洲那种对于政治秩序之统一性问题的有效

转化。也因此，现代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之后，原本天下体系所囊括的诸多政治疆域中有的

便分离出去，而这恰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出于新的民族国家的稳定性来考虑的。在这个意

义上，对于早期现代欧洲政法理论中的世界秩序和国家秩序问题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反思

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所缺失的面向；更有助于学界在探讨晚清政治和法律话

语时，从政治秩序的统一性角度来重新认识天下体系被民族国家继受后所产生的诸多问题。

另外，由于对国家理性、万国法和现代国际法在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和法律理论语境中的

考察必须置放到世俗化这一宏大语境中进行，这就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的近代转型时必须

深入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世俗化进程中去。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世俗化并非源自外力

的入侵，而是源自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发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世俗化至少在明代

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关注到这一点，能够使得我们重新认知明清一代对于中国政制发展的

意义所在。而要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厘清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早

期现代欧洲政法理论中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及其演变的逻辑思路与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因

为早期现代欧洲政法理论的发展在智识上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前提，还是因为早期现代欧洲

的发展在特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在同时代的“镜像”。透过这一“镜像”来认知中国，我们会

获得更多的视角和更全面的认知。

本文力图通过对早期现代欧洲政法思想中的世界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梳理，揭示出现代

民族国家的法权体系之生成首先是在诸国家的层面，而非内国的层面。因此，民族国家的生

成必须以一种世界秩序的生成为前提。没有这种世界作为中介，无论是基督教的神圣秩序

还是中国的天下秩序，如果直接与民族国家相对接，则会出现诸多的难题。并且，透过对于

国家理性在早期现代欧洲政法理论中的强调，凸显出一个在心智上成熟、宪制上完善并拥有

世界视野的国家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

为了更为详尽地揭示欧洲早期现代政法理论中万国法向现代国际法演变的进程，以及

其中国家理性对于世界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双重意义，我们有必要选取与“万国法—现代国

际法”的演变关系极相类似的罗马“市民法—万民法”的演变关系来进行对照。通过这一对

照，我们认识到，在国家理性的推动下，现代世界秩序所蕴含的“万国法”观念向现代国家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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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所得以存立的国际法观念的转变，与罗马人将自身的民族秩序所蕴含的“市民法”体系扩

展为一个为诸民族秩序所接受的“万民法”体系在逻辑与历史进路上恰好相反。造成这种

背离与反对的，恰恰是国家理性观念对于罗马法传统中的“市民法—万民法”观念的深刻介

入与改造。与此同时，我们在对“市民法—万民法”关系进行考察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

的视角，而必须扩张到罗马人政治秩序的视角，运用罗马人的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来考察

“市民法—万民法”的演进逻辑，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政治秩序与诸民族政治秩序之间的

内在关联，以此映射出欧洲早期现代政法理论中的诸国家秩序与国家秩序。

二　“市民法—万民法”的演进逻辑———
从民族秩序到诸民族秩序

　　众所周知，自罗慕路斯建城直至公元４７６年罗马帝国覆亡，罗马人的政治秩序之构建与
维系大致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政治秩

序之构建与维系的基本关照点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王政时期，罗马人对于政治秩序之构建

与维系主要放在内部的事务，尤其是王和人民的关系这一政治事务之上。虽然罗马人也面

临外敌的入侵，但这对于罗马人来说，并非是至关紧要之事。从李维对于罗马王政时期的叙

述来看，罗马人对于政治秩序之构建的基本关照乃在于人民如何透过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

度之设计来与王一同构建罗马的政治秩序。王透过建城这一奠基性的行为为人民提供庇

护，在这一庇护之下，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经由法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即

人民。〔１〕 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汇聚到这个由王所建立的城市之中来，所向往的无非是一个

“新的事业”。〔２〕 而这个新的事业就在于构建并维系一个适合于这个城市的政治秩序。透

过王与罗马人民的政治实践，王政时期的政治秩序构建与维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

王与人民的共治模式的形成与完善。王权之地位完全由王所享有的军事和宗教权力所保

障，民众的权力则依靠法律而联合成为一个人民整体来加以维护。前者透过与外邦的战争

与和平的娴熟运用诱使或迫使人民支持王权，与此同时，又在战争的发动与和平的缔结中透

过宗教权力的行使，来巩固由军事权力所确立的王权。〔３〕 而后者则透过法律联合成为一个

人民整体，透过这个整体，在对外的战争与和平、对内的王的选任与确立中，发挥自己独特的

作用。

总体来说，在王与人民的关系上，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凌驾于法律权力之上，王支配着

人民。在这个意义上，罗马人民尚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成熟，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罗马

人民尚未成长成为一个政治的民族。只有人民透过自身的法律实践来突破王的支配进而能

够自我决定政治事务时，罗马人对于内部政治秩序的建构才可称得上完成。但这一进程是

缓慢的。人民对于王的淘汰要获得成功，必须有两个要素齐头并进：人民自身组织的不断完

善和王不断的腐化。从赛尔维乌斯开始，王权便已经开始成为人民的绊脚石，直到塔克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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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使民众聚合为一个人民整体。”参见［古罗马］提图斯·李维：《自建城以来》，王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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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王权已经完全堕落成阻碍罗马人政治秩序走向成熟的障碍。〔４〕 最终，人民推翻了王

政，建立了共和，使得建城之初人们所祈望的新的事业获得了新的起点。可以看出，在这一

时期，罗马人主要关注于自身内部政治秩序之确立与完善，而对于其政治秩序对外的扩张性

发展并无太多的着力。在这个意义上，王政时期的罗马人的法律观念中并不存在所谓的

“世界”的概念：着力于自身之事者，无暇关注外在之事。在一个尚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罗

马人尚没有“民族”的概念，更遑论“万民”的概念。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万民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必定是在特定的政治秩序走向成熟

并解决自身的稳定性问题之后，考虑自身的政治秩序之统一性问题之时。在《自建城以来》

一书的第二卷，李维对于共和时期罗马的论述是以这样的宣称为开端的：“从现在起，我将

开始叙述已经获得自由的罗马人民和平地和通过战争进行的种种事业、各种一年任期的官

员和比人的权力更强大的法律的权力。”〔５〕这一宣称的政治哲学要义有三：一是罗马人民在

政治上获得了成熟，也即自由的罗马人民已然将自身视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进而将自己

所形塑的共和国想象为政治秩序的典范所在。二是自由的罗马人民要将这种政治典范向其

他并没有获得此种政治意义上成熟的民族进行扩张，这一扩张事业无非是透过联盟的方式

和侵占的方式得以实现；联盟所造就的就是和平，侵占所带来的就是战争。三是与王政时期

不同，主导这一政治秩序扩张的力量不再是人的权力，而是法律的权力。这就在三个层面上

为万民法概念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第一，罗马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成熟，使得罗马人和外邦人之间在政治层面有所界

分。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外邦人的交往中，罗马人都将他们称呼为 ｈｏｓｔｉｓ。起初，这个 ｈｏｓｔｉｓ

是不分敌我的。埃尔维斯·门德斯·张在有关罗马法中外邦人的论述中，引述瓦罗在《论

拉丁语》中的说法并认为，不知何时，ｈｏｓｔｉｓ被专门用来指称作为敌人的外邦人，而对于那些

不属于自身敌人的外邦人则以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ｕｓ称呼。〔６〕 但是，门德斯的引述并不完整。因为瓦

罗仅仅是以 ｈｏｓｔｉｓ这一语词的含义转变来印证他的主旨观点，即“并不是现在所使用的任何

一个语词都能精准地指称同一个事物，也不是每一个语词都能准确地表达其原初的含义，因

为许多语词的含义都为书写的改变而掩饰”。〔７〕 从概念史和政治史互动的角度出发，一个

概念在书写的含义上被掩饰往往是因为特定的政治情势发生了改变。应该说，在王政时期，

专注于自身事务的罗马人对于外邦人是一视同仁的。

第二，到了共和时期，随着罗马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尤其是将自身视为政治秩序的典范

之时，透过联盟或战争的方式所形塑的政治秩序便需要为自身塑造一个敌人的概念，以便为

其对外进行扩张提供正当理由。根据尤特罗庇乌斯的记述，在罗马建城以来的第 ３６５年，也

就是公元前３９０年的共和时期，罗马人开始对外扩张。〔８〕 那些已经为罗马人征服或与罗马

联盟的人民，虽然无法作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罗马民族，但已经处于罗马人政治秩序的辐射

范围之内。这在瓦罗的《论拉丁语》中有关罗马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论述中有着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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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秘鲁］埃尔维斯·门德斯·张，《罗马法中外邦人的概念》，肖崇明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１３
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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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罗马］尤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页。



的体现，瓦罗将罗马人的政治秩序的辐射范围以“空间”，更确切来说，是以领域为标准划分

为五类：罗马人自己的领地、与罗马关系密切的卡宾（Ｃａｂｉｎｅ）领地、在战争中败北并与罗马
人缔结合约的领地、敌人的领地、无法确定的领地。从政治秩序构建的角度来说，罗马人所

要关注的是前三种，而且，这三种领地与罗马领地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依次递减的。〔９〕 只有

将前三种领地整合进罗马的政治秩序之中，共和体制的世界意象才算在特定的层面上得以

完成。

第三，由于在扩张中，罗马人所依靠的不再是人的力量，而是法律的力量，因此，如何定

位那些不是罗马政治秩序范畴之内的人民便成为共和体制内的法律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同属拉丁民族的卡宾人，被征服的和有联盟关系的外邦人，以及作为政治意义上的

敌人的外邦人来说，如何透过法律力量来整合他们，成为罗马法的重要问题。西塞罗在论及

ｈｏｓｔｉｓ这个概念的意涵由外邦人转变为敌人的过程中，特意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形
态：一种是涉及到罗马城邦之生死存亡的防卫性战争；一种是涉及到统治权归属之争夺的扩

张性战争。在面对后一种敌人时，西塞罗特别强调要在战争中遵循正义的原则。〔１０〕 也正是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马法具有了世界法的意象。基于以上的考虑，如何在传统罗马

市民法的概念之外重新塑造另一套法的概念体系，以因应罗马人共和政治秩序的世界意象，

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万民法的观念是因应罗马政治

秩序构建与维系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

作为一种观念，万民法其实很早就应该出现。但是作为一个法学上的概念来说，万民法

究竟何时进入罗马人的法律概念体系之中，则存有诸多争议。罗马法学者舒尔茨指出，从专

业的法学文献的角度来看，共和时代的法学家们并没有提及万民法这一概念，即便是在帝制

时代，在盖尤斯之前的法学家那里也不存在万民法的概念。但是在法学典籍之外的文献里，

处于共和晚期的西塞罗在《论义务》中首次提出了“万民法”的概念。但是认为共和时代的

罗马人因此就拥有万民法的概念，在舒尔茨看来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白日梦”而已。〔１１〕 舒尔

茨认为错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万民法作为一个纯粹的法律概念，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

要义；二是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法律运作的层面，没有从一个更为广阔和宏大的政治哲学的视

野来审视西塞罗的论述。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西塞罗有关万民法的论述，我们必须从概念史、政治史和哲学史的角

度来对万民法的概念进行三重检视。在《论义务》的 ３．６９中，西塞罗指出：“存在着社会联
系，它表现得非常广泛，存在于所有人之间，在同一族人之间更为亲密，在同一个市民社会中

更为亲近。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

法，但是万民法同时也应该是市民法。”〔１２〕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说，西塞罗是第一个提出万民

法概念的人。与此同时，西塞罗的上述论说也暗示了万民法这一概念早就存在于罗马人的

法律和政治实践中。并且，从万民法（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这个概念自身所固有的含义来看，我们也
可以认为在共和时期，存在万民法这一概念。因为，理解 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的关键即在于对于
ｇｅｎｔｉｕｍ的词根 ｇｅｎｓ的理解。在罗马人的观念里，ｇｅｎｓ有部族（ｔｒｉｂｅ）、人类（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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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ｐｅｏｐｌｅ）三重意蕴。而在其复数形态———ｇｅｎｔｅｓ—中，往往指称人类。〔１３〕 在这个意义

上，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就其含义本身必定包含了具有部族意识的罗马人和具有民族意识的罗马人

民，而这两者又恰恰是市民法的基础。与此同时，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所指向的又是人类本身。Ｉ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这一概念的三重指向恰恰确证了西塞罗的论断，即万民法包含了市民法，而市民法

却不能涵盖万民法。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把“万民法”放在整个斯多亚哲学传统中加以考量，斯

多亚派的世界公民和宇宙城邦的观念清晰地反映在西塞罗的上述论说之上。人类之间普遍

意义上的联系永远高于他们之间特殊的联系。特殊的联系永远不可能穷尽普遍联系，普遍

联系却能够包含这种特殊的联系。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将西塞罗的这个考量放在《论义务》

的整体哲学框架中来看，那么“万民法”所具有的哲学和政治意涵将更为深刻。由于在罗马

法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因此，法存在的基础不过就在于对义务和责任观念的

特定表达。西塞罗《论义务》的主旨即在于阐明两种义务的类型：对神的义务和对人的义

务。对神的义务不能受到任何政治或社会情势的左右，尤其是在涉及到“信”的层面。即便

对敌人作出了私人的承诺，也应遵守这种信诺。因为这并非是对于敌人的义务，而是对于罗

马的主神———朱庇特———的义务。私人之间如此，政治共同体之间更应如此。罗马元老院

和执政官更认为，即便是对于一个强大且能够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敌人，也不应罪恶地将其杀

死。〔１４〕 这种斯多亚式的普遍义务的观念使得万民法观念受到罗马“神法”观念的渗透。对

人的义务则分为两类：一种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普遍联系而产生的义务；一种是基于特定的联

系而产生的义务。由于人们的社会联系存在不同的形态，因而一种基于人类自身的普遍联

系便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表现为夫妻、父母子女、家庭和国家这些不同种类的特定的联系

方式。

与此同时，西塞罗亦指出，在所有这些特定的联系中，城邦或国家所塑造的联系涵盖了

其他一切特殊的联系。〔１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罗马人的万民法观

念：一是从普遍主义的视角，也即万民法观念首先是基于罗马人对于人类之间的普遍联系的

一种主张；二是语境论的视角，也即万民法的观念源起于罗马人对于自己祖国的崇高之爱。

换句话说，万民法的普世性意涵是以罗马人对于罗马这个城邦应尽的义务为基础的。这种

义务的履行有助于罗马城邦或国家的永世长存。因此，宗教上的“信”于此不能视为一种对

于“政治共同体”的“信”。罗马人要得以维系城邦自身，只可能基于自身对于政治共同体的

忠诚，而不可能奢望外邦人或敌人的忠诚。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在罗马人的观念里，相

信敌人的忠诚，就是指使自己丧失一切的意思。〔１６〕 就此而言，罗马人的万民法观念乃是基

于自身政治秩序稳定性的一种考量。但是，就其原初的意义来说，这两种视角并不存在严格

意义上的分离与对立。因为，在斯多亚派的宇宙城邦观念中，神和人同居于宇宙这个永恒的

城邦之中，他们只有透过理性的运用，依据正义和法律才能获得生存。〔１７〕 正是基于这一认

知，李维在论及共和时期罗马城邦的永久繁荣和不断增长时，将宗教和万民法作为两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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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要素：“没有人会怀疑，一座永世长存、无限繁荣的城邦是建立在对于政治职务、祭司

职务、万民法和市民法的有效组建之上的。”〔１８〕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万民法的观念中厘清基于宗教权威的神法和基于人

民权威的市民法这两者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万民法概念的产生及其发展。从历史的视角

看，从王政到共和的历史进程中，王所丧失的，仅仅是军事权力，而仍然在特定的意义上保留

宗教性的权力。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共和初期。最终，由于共和制自身的发展，王权的军事

和政治意蕴消失殆尽，演变为仅具有纯粹宗教功能的祭司。〔１９〕

即便只保留了宗教性的权威，祭司对于万民法的生成之影响仍是巨大的，最为明显的表

现就是罗马人的随军祭司法的形成。就其本质来说，随军祭司法生成于罗马人与外邦人之

间的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之中。依据门德斯的总结，随军祭司所承担的主要职能包括：对有关

战争与和平的协议进行斡旋或仲裁、充当公使或信使、主持缔结协议的仪式、宣布神圣或正

义的战争等。〔２０〕 随军祭司要承担起这些重要的职责，就必须在罗马人的政治秩序对外扩张

的进程中获得其他民族的认同，也即获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基于宗教理由的“信”。但此处

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多神教的世界里，基于罗马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形成的随军祭司法是如

何获得一种普世性的？门德斯指出，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信”来源于罗马在世俗上的扩张之

成功所带来的宗教意义上的扩张，即虽然其承认其他地方的宗教的存在的特殊性，但是他们

认为罗马的宗教不独属于罗马人，而是属于其他一切民族。在这个意义上，罗马人的宗教观

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渗透色彩，能够在保证不侵蚀其他民族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将他们统合进

罗马的政治事业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随军祭司法的普世性不是承认多样性前提下的普世

性，而是具有强烈渗透性的普世性。〔２１〕

透过随军祭司法，罗马人展现出对自身政治秩序之建构与维系的一种世界性的自我期

许。正是在这种自我期许中，罗马的神法观念对于罗马人政治秩序的扩张进程的介入所形

成的随军祭司法成为了万民法的来源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权力在罗马共和体制所蕴

含的世界意象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这个层面来说，罗马法学家舒尔茨对于共和时期

的罗马法中的神法和世俗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共和早期神法和世俗法就有了明

确的划分，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发生了明确的分离，并且处于平行的地位，神法对于世俗法

的影响自然地消退。〔２２〕 但事实上，基于神法观念，随军祭司法得到了稳固的发展。透过随

军祭司法，万民法的公法面向得以生成。如果说随军祭司法展现了万民法的宗教和神圣特

质。那么，基于罗马人民的权威而形成的有关万民法的渊源，则展现出罗马政治秩序中的世

俗化的普世性特质。这种普遍性的特质主要基于罗马人对于希腊人“自然”观念的继受。

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讨论集》中，径直将万民法观念与自然法观念等同，认为，为所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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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的万民法就是自然法。〔２３〕 这就意味着，凡是经由罗马人民所认可的，并且得到其他

“人民”明示或默示赞同、主动或被动接受的法律规则都可以称为万民法的渊源。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作为罗马人民的敌人也依然会受到万民法的保护。为什

么不能肆意屠杀或虐待战败的俘虏。这在特定意义上是自然所禁止的，也是罗马人民所接

受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罗马人的宗教权力和人民权力于不同面向上促成了万民法概念

的生发，并使之不断的完善。

基于人民的权力和神的意志的双重合力，万民法成为罗马政治秩序在共和时期急速扩

张的最主要的法律力量。甚至可以说，透过万民法这一概念，罗马的政治秩序之扩张已经脱

离了单纯的战争行为，而进入到法律领域。这样一来，和平也成为罗马政治秩序寻求其统一

性基础的重要手段。基于此种万民法观念，在罗马人那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永久和平

观念。因为对于政治秩序之统一性的实现来说，战争和和平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更值得我

们注意的问题还在于，基于万民法的观念所寻求的政治秩序的统一性与罗马城自身政治秩

序的稳定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何在？如果说罗马人认为其扩张之路，也即统一性之路比起自

身的稳定性更为重要，那么，万民法必然能够将一切人类都囊括进来加以保护。如果罗马人

认为自身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更为重要的话，那么万民法就无法达成上述目标。罗马政治秩

序的世界意象就会出现一个裂缝，透过这个裂缝，世界意象将不断流失其普遍性的意涵，而

最终滑落为罗马人自己特殊的政治形态。不幸的是，在罗马人的政治秩序中，的确有这个裂

缝存在。这个裂缝就是罗马法中的“中止一般执法活动”（ｉｕｓｔｉｔｕｍ）。所谓“中止一般执法活

动”，是指“一般地中止其他执法官的正常活动，首先（但不是仅限于）针对的是行使司法权的

活动。这是一种只在重大情况下才采取的非常措施，比如：出现军事危险、节日、服丧等”〔２４〕。

很明显，在涉及到罗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之重大事件时，法律被暂时悬置，市民法和万

民法都不可能成为连结人们之间关系的纽带，这样一种悬置更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罗马人

民的观念不再存在。所以，在这样一种悬置的状态中，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必须与罗马政治秩

序之保存相关涉。也即，在涉及到罗马共和体制的生死存亡时刻，比如外来的侵略（不是罗

马人对别人的侵略）、叛乱或内战这些危及共和体制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一个公民都有权

采取他所认为的能够保存罗马城的任何必要手段。〔２５〕 在这种介于有法与无法之间的模糊

状态中，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根本不是法律，而是“必要性”。况且罗马人所关注的不再是

自身秩序如何作为其他秩序的典范问题，而是自身秩序的存亡问题。这样一来，万民法所赖

以存立的法和政治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罗马政治秩序所具有的世界意象即便不会消亡，至

少透过这个裂缝已经减弱不少。这在共和晚期的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尤为明显。

即便是在平常时期，万民法也并非就能够完全起到保护与联结的作用。这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万民法在世俗层面无法完全实现其保护和联结的功能；二是万民法在神圣的层面

也无法实现此一功能。在世俗层面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元老院的“公敌宣告”。在“公

敌宣告”这一概念中，敌人（ｈｏｉｓｔｓ）的概念又进一步被划分为“外敌”和“公敌”，外敌是受万
民法保护的，而公敌不仅不具有罗马公民的地位，甚至连作为敌人的外邦人的地位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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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剥夺了一切法律地位。〔２６〕 于此，万民法概念并没有如西塞罗所说的那般涵盖了市民法

的领域，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所有人类（包括罗马人自己）普遍共享的法律。在神圣的

层面，问题则显得更为复杂。在共和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平民透过行使“一种革命性的权

力”，设置了保民官制度。透过这种革命性的权力，平民将保民官制度与神法联系起来，宣

布任何侵犯保民官的人都将被献祭给神，与此同时，任何人都能够将其杀死而不受任何处

罚。这样一来，平民的权力透过神法强加在城邦的法律之上，成为城邦共同的法律。〔２７〕 可

以看出，虽然神法在罗马人对外扩张的层面上促成了万民法概念的生成，但是在罗马人的内

部政治斗争中，万民法仍然在特定的层面上是受到排除的，其并没有如西塞罗所说的那般，

能够完全涵盖市民法的范畴。神法于此根本上排除了万民法的适用。但是，即便是排除了

万民法的适用，献祭给神的人依然处于神法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其依然拥有一种特定的

法律地位。问题更为严重的或许还在于，在罗马法中，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牲人（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牲人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这种人是不洁的，因而不能献祭给神；二是杀死这种人可

以不受任何的惩罚。这样一来，就在罗马法的体系中出现了一种为人法和神法都排除的领

域，与此同时，却因而既有可能进入神法领域又有可能进入人法领域的模糊地带。〔２８〕 这一

概念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意象，对此我们不去深究。单就这个领域的存

在对于万民法这一概念的排除来说，其已经为罗马政治秩序世界意象的普世性撕开了一个

很大的裂缝。

从逻辑上来说，万民法在公法层面所展现出的罗马政治秩序的普世性和世界意象，体现

了罗马人政治秩序在统一性的维度上具有相当重要的诉求。但是罗马人在内部政治秩序的

稳定性问题上却完全排除了万民法的统一性意涵。这种完全的排除使得内部的政治斗争愈

演愈烈。最终将罗马政治秩序的普世性和世界意象转换成一种帝国的意象。

共和意象的世界性和普世性的消失与帝国意象的相应产生是罗马共和晚期政治秩序的

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个重要的特征来源于罗马扩张政策本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共和体制下，由于军队属于人民，处于共和国的公共支配之下，因而不可能存在效忠

于私人的军队。但是领域的扩张使得罗马的军队逐渐脱离了罗马人民的控制，形成了效忠

于个人的军队。二是在罗马共和晚期保民官和元老院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得原本政治统一

性的诉求逐渐让位于政治稳定性的诉求。三是罗马的扩张本身并未带来罗马公民权的扩

张，其仍保留了被占领的土地上原本的习俗。因此，一旦被占领的土地要求获得罗马公民

权，但却仍保有自身的利益之时，维系共和体制的“人民”的概念便不复存在。〔２９〕

此处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马共和秩序的扩张本身仅仅是一种武力和法律上的扩

张，其并没有同时带来宗教上的扩张。因为在罗马人看来，宗教和特定层面的市民法乃是维

系罗马政治秩序稳定性的根本要素，这种根本性要素是不能赋予其他民族的。所以，其宁愿

赋予他们以公民权，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宗教观念和相关的政治和宗教职位的设置出现于其

他民族之中。这样一来，罗马政治秩序的扩张仅仅停留在万民法的层面，而正如李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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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法乃是维系罗马共和永世长存的根本性要素。宗教要素的裹步不前以及其对于稳定

性的过分关注压倒了万民法的普世性诉求。最终，面对广袤的疆土，罗马人无法经由万民法

概念而形成统一的“人民”的概念，出于维系自身统治权的需要，帝国的意象战胜了共和国

的意象，成为罗马政治秩序的主要典范。

在帝国的意象下，维系罗马政治秩序的力量不再是法律的力量———万民法在诸民族间

所具有的公法性意涵根本不可能使得处于罗马统治下的诸民族联结成一个“人民整

体”———而是重新依赖于人的力量。此处的“人的力量”不是王政时期具有军事和宗教权力

“王”的力量，而仅仅是具有军事力量的“首席公民”所具有的统治权（ｉｍｐｅｒｉｕｍ）。透过这种

军事统治权，罗马民族的概念在特定的意义上被基于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概念的更具普世性的民族概

念吸收了。罗马于此成为了帝国的中心，成为了“祖国”。这种基于帝国意象的新的民族概

念仅仅是共和时代的民族概念的“苍白影像”。〔３０〕 原因在于，这种基于纯粹军事权力而形成

统治权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实质上统一的民族观念：无统一的语言、宗教和公共文化。

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基于一个特别强大的民族而形成的诸民族的联合体。

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的万民法所存有的公法面向消失殆尽，因为一种以罗马人的政治

秩序为主的政治联合体已经生成。万民法中的公法面向所趋向构建一个世界性的联合体的

目标已然落空。况且，帝国意象中的普遍统治权概念本身也已经不可能容许万民法概念再

染指公法层面。但与此同时，由帝国意象所形成的政治联合体本身仍然存在罗马人与外邦

人的区分，也即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和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人的区分。但是两者都处于帝

国的统治之下，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帝国意象之下法律家关注的首要之事。如

此一来，万民法的私法面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

直到帝国时代，在罗马人的专业法学文献里才会出现万民法的概念。这正是因为，在以罗马

人为主导的政治联合体中，其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与外邦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

如何调整罗马人和外邦人基于不同公民身份所发生的私人关系问题。

基于这种考虑，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采用了广为接受的“万民法—市民法”的二分

法，将基于特定公民身份而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所制定的法律称为市民法，而将自然为所有

人类所制定的法律称为万民法。必须指出，盖尤斯的定义与西塞罗的定义虽然表面上类似，

但实质上大相径庭。在盖尤斯的论述中，此处的市民法仅仅指称的是在特定统治权之下的

法律与习俗，而万民法指称的是在罗马普遍统治权意涵下的法律和习俗。在盖尤斯的语境

中，重要的不是万民法本身，而是罗马人对于万民法的运用。“罗马人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

法，一方面使用所有人共有的法。”〔３１〕

换句话说，万民法于此不再是建构政治秩序的法律力量，而是政治权威用以治理的工

具。虽然乌尔比安此后提出了更具哲学意味的“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三分法，但并

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３２〕 这是因为，在盖尤斯的语境中，万民法被等同于自然法，因而自然

法本身也就降格为罗马裁判官用以解决纠纷的工具。而乌尔比安则将自然法与万民法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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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将一种普遍性的观念灌注在自然法的理念中，进而将万民法作为罗马法实际运行中适

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说，从罗马政治秩序的帝国意象上来看，万民法不是真正意

义上“万民”所共有的法，而是罗马人观念中的“万民”所共有的法。

所以，著名罗马法研究者塔拉曼卡指出，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指的是市民法中适用于罗

马市民的法律，而万民法则有两个来源：一是基于外事裁判官和城市裁判官所确立的基本规

则所形成的荣誉法（ｉｕｓｈｏｎｏｒａｒｉｕｍ）；二是市民法中的一些特定制度被扩大适用于外邦人。

在这个意义上，万民法和市民法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重叠、相互依赖的。荣誉法在特

定的层面上也可能为市民法所吸收，与此同时，市民法也会被扩大适用于外邦人。这种互为

的结构向我们揭示出：市民法和万民法互为对方的法源。〔３３〕 如此一来，在帝国政治体制之

下，万民法仅仅是作为协调普遍统治权下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技术意义上的法创制或法

发现，已然失去共和体制下那种能够将罗马政治秩序作为一种典范加以树立的法律力量。

在“王政—共和—帝制”的时间图式中，万民法观念最初保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

因而对于罗马政治秩序的构建来说，其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停留于法律层面的联合，更有宗

教层面的渗透与政治层面的扩张。但是，由于罗马宗教和罗马政治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使得

万民法观念对罗马政治秩序所赋予的世界意象逐渐消逝，最终蜕变为一种帝国体制。这种

帝国体制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透过罗马的“首席公民”（皇帝）对于整个罗马和被罗马征

服的民族实现公共层面的“支配”。这种公共层面“支配”之达成在三个层面使得共和时代

的万民法特质发生了转变：首先，公共的支配使得罗马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发生了转

变。在帝国的普遍统治权的概念下，罗马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民族之间的对立问

题，因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不会在罗马人和外邦人之间成为被首要关注的问题。这样一

来，随军祭司法所赋予万民法的宗教和政治的特质便不复存在。在帝国体制下，罗马人与外

邦人之间的关系退变为具有罗马公民身份和不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

系在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帝国意象中主要表现为商业、婚姻、归化等等私法层面的

问题。这样一来，万民法本来所具有的宗教和政治意涵便退变为纯粹法律适用技术。其次，

在这种公共支配的政治框架中，万民法所扮演的不再是将各民族联系起来的纽带，而是在罗

马人对于其他民族的人的统治框架下扮演一种治理工具的角色。帝国时代的对于万民法概

念的界定虽然与共和时期西塞罗的定义相差无几，但其所具有的功能却已有本质的差异。

由联结的纽带到治理之工具的转变标志着万民法所具有的世界意象的式微。最后，从共和

国到帝国的政治意象之转换使得万民法所蕴含的“诸民族”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转

化。在共和时代，“万民法”是“诸民族”的共同法，于此，诸民族是“万民法”的。但是，在帝

国时代，罗马治下和平理念的贯彻以及罗马皇帝对于普遍统治权的主张，使得“诸民族”本

身不再作为“万民法”的主体，也即不能够成为“万民法”的宣谕者。“诸民族”于此成为“万

民法”所适用的对象，而只有罗马的法律家才是“万民法”的阐释者。可以看出，“万民”在

“共和—帝国”的政治意象中发生了一种从“主体”到“客体”的退变。

在罗马人政治秩序的构建和维系过程中，万民法之所以能够在宗教、政治和法律技术的

层面成为主要的工具，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万民法所力图展现的是，在作为“我者”的罗

马人的政治想象中，“他者”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他者”在万民法概念中的镜像随着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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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政治想象的改变而改变。一旦他者的镜像发生改变，“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必

然随之改变。这样一来，调整“我者—他者”之辩证关系的万民法概念也必然在内涵上发生

变迁。但不管万民法概念的内涵发生如何的变动，其概念存立的前提必定是罗马人的政治

想象类型中始终存在着“我者—他者”的划分。一旦这种划分消失，万民法概念存在的基础

也就不存在了。因而，其也不可能对罗马人的政治秩序之构建与维系起到促进作用。更为

重要的是，一旦这种划分消失，罗马人的政治想象将成为明日黄花，甚至有可能陷入衰落。

这是因为，从罗马政治秩序演进的三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透过万民法，“我者”始终在不

断地接纳或排除“他者”。

因此，在万民法中，作为“我者”的罗马人始终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他者”只是有选择

地成为法律和政治秩序的主体。一旦将这种划分取消，那么“他者”就会不断地“涌入”“我

者”的类型之中，进而觊觎并侵蚀“我者”的政治想象。在特定的层面上，“他者”就会篡夺

“我者”的法律主体地位。“我者”的主体地位就有可能被“他者”所占据，最终沦为“他者”

的“客体”。这样一来，就会最终使得原本主动的“我者”所想象的政治秩序衰败并消亡。不

幸的是，罗马人并没有明了“我者—他者”之划分对于罗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所具有的政治

哲学的价值，迫于罗马帝国实际的政治形势，最终还是取消了“我者”与“他者”的划分。公

元２１２年，对于罗马人的政治想象来说，是毁灭性的一年。这一年，罗马皇帝颁布了安东尼

努斯敕令，赋予罗马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以完整的公民权。这就意味着，延续了 １０００多年的

“罗马人—外邦人”的区分被取消了，万民法概念作为一种将罗马政治秩序想象为一种世界

性秩序的法律概念的类型也不复存在了。在没有了万民法概念之后，获得了罗马公民身份

的“他者”对于罗马人的“普遍统治权”概念的觊觎，最终导致了罗马政治秩序的帝国意象的

消解与覆亡。

综上所述，万民法在跨民族和民族内部、公法层面和私法层面都塑造了罗马人的政治想

象的特质。罗马政治秩序得以建立、维系和扩展的各个向度都不同程度地依据万民法而展

开。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法学家赫尔莫杰尼安对万民法的功能所总结的那样，万民法是罗

马人建国的基础，是罗马人进行战争、联合或分裂诸民族的规范依据，是界定权利、促成诸民

族间的商业繁荣的重要工具。〔３４〕 在这些领域中，理性、自由与宗教所展现出的统一性力量

合力，构筑了罗马人政治秩序的民族与世界的双重意象。

正是受“市民法—万民法”所构筑的这种双重政治秩序意象的影响，早期现代欧洲的法

律理论家在自身的语境中重构罗马法中的“万民法”观念时，便在理论逻辑上倒转了“市民

法—万民法”的演进逻辑。这是因为，早期现代欧洲的思想家在重构万民法观念时，始终将

万民法视为优越于市民法观念的，这就使得早期现代的思想及在构造政治秩序时所诉诸的

乃是万民法所蕴含的“世界秩序”的意象。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现代的思想家的理论

逻辑仍然受制于中世纪基于神法所构造的世界秩序的图像，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早期现代的

思想家对于民族国家秩序所保持的深刻怀疑的态度。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面对

国家理性的观念的挑战，中世纪世界秩序的余晖与理论家的怀疑态度是无力的。早期现代

欧洲政法理论对万民法观念改造而生成的万国法观念必定会向现代国际法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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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理性与万国法———早期现代欧洲的世界秩序

从世俗化的观点看，现代世俗秩序的构建与维系首先所关注的是如何脱离基督教的统

一性论题的影响，其后则在没有终点的世俗时间中维系国家———世俗秩序的表征形态———

之存续。现代世俗秩序构建之初，万国法传统作为一种法律理由对于统一世俗秩序的构建

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在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那种为摆脱神圣秩序的影响而将所有的国

家类型彻底世俗化的激烈的构建模式的影响下，国家理性的观念逐渐由构建世俗秩序的根

本性要素演变为维系世俗秩序的根本性要素。由此，就直接导致了万国法这一构建统一世

俗秩序的法律理由的衰落。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这一论题，即在现代世俗秩序的构建与维

系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理性的观念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的？其和万国法以及现代国

际法又是在何种层面上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我们探讨万国

法、现代国际法与世俗秩序之建构与维系的主要内容。因为围绕着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能够

辨识出不同层面的国家理性的观念，而且能够将现代世界主义的政治与法律传统纳入到世

俗秩序的构建和维系的历史脉络中。由此来确证梅尼克的经典论断，即现代世俗秩序，其最

为明显的表现方式是民族国家，在其展现之初，就是在不断地吸纳中世纪基督教帝国观念中

的世界意象，并最终形成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这一能够体现现代世俗秩序之世界意象

的基本立场的。〔３５〕

与此同时，现代世俗秩序透过构建与维系这两个进程的明确区分，也在国家理性的传统

中揭示出两种不同的路径和面向：一种承继基督教传统，在世俗秩序的领域内将现代国家之

建构视为一种没有尽头的永续过程，因此，所谓的国家理性指称的是建构国家的理性（ｒｅａ

ｓ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ｔｅ）；而另一种则重返罗马法传统，首先将国家视为一个当然存在，由此国家理性只

不过是在一个没有终点的世俗时间序列之中维系国家的存在，所以，其所谓的国家理性只是

国家用以维系自身的理性（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在前者，理性之运用的主体不在国家，而在国家

之外———典型的如马基雅维利之君主、万国法传统中的“万国”（ｎａｔｉｏｎｓ）、康德传统中的“人

民”。于后者，理性运用之主体在于国家本身———典型的如霍布斯之主权者、国际法传统中

的国家。

自１５００年开始，两大事件动摇了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秩序，一是欧洲人对新大陆的发现，

二是世俗化进程的开始。前者使得神圣秩序的统一性观念在空间范围内受到质疑，而后者

则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内形成了对于整个的基督教帝国秩序的冲击波。自此之后，神圣秩序

的统一性观念开始衰落。〔３６〕 在这种统一性观念衰落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开

启。因此，对于国家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得给出论证理由，成为世俗秩序肇始之际的最为

根本的任务。与此同时，面对着世俗秩序的崛起，神圣秩序在已经无法维系其基本制度与体

系的同时，最终想透过罗马万民和神圣秩序传统中的共同法观念来塑造一个统一的世俗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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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克的论述是基于德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的，但却对于现代世俗秩序的世界意象之生成具有普世的意

义。他说：“对于我们而言，重大使命便是在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思想的诞生历史中去证实普世观念与民族观念之

间的真正历史关系。”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７年版，
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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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政治格局。于前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给出了“国家理性”（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ｔｅ）这一论

证范式；于后者，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给出了“万国法”的论证范式。马基雅维利的国家

理性的意义在于，通过不将国家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物，而只是透过“君主—国家”这

样的二分法，将理性的要素安置其中。理性的要素于此只是君主创建和维系世俗国家的重

要手段。而且，在构建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之时，马基雅维利所设想的乃是“君主—人

民”的互动模式。透过君主的理性来建立世俗的君主国，而在此之后则需要人民来维系并

改造这个君主国，最终走向现代世俗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论李维》所展现的不过是

人民如何运用理性来捍卫世俗的共和国。尤其是在失掉宗教和传统的美德的前提下，人民

应该如何面对世俗时间内那不可测知的“命运”的威胁。最终，马基雅维利得出结论说，只

有透过人民来塑造一个共和政体，才能在特定的意义上克服此种世俗时间内的“命运”的摆

弄，确保现代世俗政体的永世长存。但是，马基雅维利自己却并不能保证“君主—人民”之

间能够获得切实有效的转换。因为人民毕竟处于君主的治理之下，其根本无法透过有效的

方式来促使君主转变。而恰是在这一点上，万国法传统的开启使得“诸人民”介入了“君

主—人民”的关系之中，从而能够保证君主国向共和国转变。这不过就是在另一个层面表

明，“诸人民”所代表的世界秩序乃是确保现代民族国家秩序得以确立的重要一环。因此，

对于万国法进行讨论的根本目标就是揭示出其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维多利亚是第一个提出万国法概念的人。在对罗马法中的“万

民法”概念进行引述时，维多利亚对于“万民法”概念的阐述引发了现代“万国法”概念的生

成。就其语词的意义来说，“万民法”指的是所有民族和人民共有的法律，其所适用的对象

乃是在“所有人之间”。万民法首先是对于所有人共同适用的法律，其后才是适用于人们由

于不同的社会联系而产生的共同体———譬如说民族或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维多利

亚在引述这一概念时，却将“所有人之间”替换成为“所有民族或人民之间”。这种替换不是

无意为之，而是彰显出维多利亚在基督教帝国行将没落之时，已然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观念。〔３７〕 维多利亚之所以秉持这样的理念，乃在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使然，即基督教帝国

观念的衰落和现代欧洲国家观念的世俗化。原本在帝国语境中的“诸民族或诸人民”观念

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演变为“诸国家”，也即“万国”的观念。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

到，维多利亚心中所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基督教帝国的统一性观念，但是在欧洲国家的世俗化

进程已然不可阻挡、一个全新的世俗秩序体系即将成型之际，维多利亚并没有将自己视为神

圣秩序的卫道士。而是巧妙地将万民法概念加以改造，形成万国法的概念，将神圣秩序中的

统一性观念巧妙地嫁接在世俗秩序体系中。他在“论政治权威”一文中对于万国法的界定

从根本上揭示出他之意图：“万国法的强制力并非来源于人们之间的协定或同意，其本身就

具有实在法的效力。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国家联合体’，有权制定那些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公正和便宜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就构成了‘万国法’。”〔３８〕于此，维多利

亚心目中的理想的“国家联合体”即是欧洲的统一的基督教帝国观念。但是他深知，这种基

督教帝国观念已然无法阻挡来势汹汹的世俗化进程。所以，他对万国法的这一界定意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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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得基督教传统中的法律统一性观念在世俗化进程中得以保留。他并不把万国法视为人

们之间的协定或同意，而是将其视为是万国法的制定主体。这一界定的最根本特征是将万

国法的制定权归于欧洲世俗化的诸国家之手，使得现代世俗秩序在构建之初就不是以各个

国家自身为关注对象，而是以“万国”为关注对象。透过“万国”，“诸人民”能够有效地介入

到单个“人民”或“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之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其能够有效地遏

制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国家理性观念中“君主—人民”之间的演化关系所可能存在的变异，

使得君主在构建现代世俗秩序的过程中能够将国家构建的路径安置在“君主国—共和国”

的演变逻辑之中。

至少在世俗化国家形成之前，也即１７世纪中叶之前，万国法传统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

理性传统在现代世俗秩序的构建上是形成合力的。这在维多利亚之后的弗朗西斯科·苏亚

雷兹（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ｕáｒｅｚ）和格劳秀斯那里都是如此。值得指出的，这些万国法的倡导者们从

不同的面向弥补了万国法在现代世俗秩序构建的层面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观念在世

俗秩序之构建层面所可能存在的不足。其中苏亚雷兹从“万国”的互动和“万国法”对于恶

的行动的禁止这两个面向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性提供了强大的法律理性的支撑。与此

同时，透过强调万国法的基础在人类自身的自然理性所生发出来的社会性倾向，从而在现代

世俗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能够对国家理性起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作用。

在苏亚雷兹那里，万国法之基础不在于立法之行为，而在于人的自然理性所生发出来的

社会性。在他看来，不是一个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存有预定了万国法这一概念，而是万国法的

生成过程昭示出人类政治共同体之存有。〔３９〕 透过苏亚雷兹的这一立场，万国法生成的过程

即是政治共同体构建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万国和诸人民的层面是相互指涉的。因此诸

国家对于万国法所建立的权利义务体系的遵守和践行，在本质上不仅是塑造世界秩序，更是

在相互塑造各自的国家秩序。所以，苏亚雷兹一再坚持这样的立场，即对于万国法的讨论必

须放在其和自然法的对比中去进行。原本在罗马万民法观念中并不流行的“自然法—万民

法—市民法”的三分，在近代世俗秩序肇始之初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根本原因即在于，

透过自然法，可以将古典意义上万民法概念中的自然理性要素加以悬置，而赋予现代世俗秩

序构建的另一个根本原则———国家理性———以重要的位置。当然，在万国法的传统中，悬置

本身并不意味着废止，悬置本身所带来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在超越论的层面引导万国法与国

家理性观念，使得世俗秩序的构建始终保持一种统一性的面向。所以苏亚雷兹才说，万国法

所存在的理性基础乃在于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即无论被划分成多少个国家或民族，人类始终

应作为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保持统一性。万国法的实现，应是“诸国家”相互融合的自然

进程。〔４０〕 也即“万国”作为现代世俗秩序的构建主体，透过“诸国家”的意志在自然理性的

统摄之下达致统一的进程来实现其构建世俗秩序的根本任务。于此，我们发现，透过“诸国

家”这一政治主体的宣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国家”到“人民—国家”演进的内在逻辑理

路就不可能受到君主自身对于权力的欲望的掣肘，因为 “君主—国家”的世俗化进程是在

“万国”的体系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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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诸国家和诸人民所展现出来的世界秩序图景在格劳秀斯那里获得了体系化的论证。

格劳秀斯的论证不仅使得早期现代欧洲的世界秩序想象完全脱离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色彩，

而且为现代的理想国家的构建路径提供了典范。从现实来看，宗教作为“共有物”的观念已

然是明日黄花，无法为世俗化的“万国政治体系”提供统一性的论证。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根本上扭转了在他之前有关万国法论证

的模式，赋予了万国法真正的生命力。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海洋自由论》与其说是对海

洋作为一种“自由”之领域的论证，不如说是将海洋作为现代世俗秩序的“统一性”所寄托的

实体在加以言说。这种对“统一性”的言说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格劳秀斯将“海洋”作为万国

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这一点上。

《海洋自由论》的开篇辞的对象即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和“自由国家”。

格劳秀斯提醒这些“新君主”和“自由国家”：现代世俗国家只是一个“小社会”，其必须依赖

一个更广泛的“大社会”才能存在。而区分一个“大社会”与“小社会”的标准即在于“共有

物”和“专属物”的区分：“有一些物，每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共享，而另一些物则专属于特定

的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同样地，自然也将其所创造的给予人类使用的物品中一部分为

人们所共有，另一部分则透过每个人的工作和劳动而专属其自身所有。而且，法律对这两种

情形都进行规制：其一，只要不伤害其他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共有物；其二，每一个

人都应该满足于自身所拥有的物，并尽量克制自己不去侵害别人的物。”〔４１〕在此基础上，格

劳秀斯进一步申言，只有在存在“共有物”的前提下，那个我们称之为“万国”的政治体系才

能存在。那么，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什么事物才能够成为维系“万国政治体系”的“共有

物”呢？

要界定何种事物能够成为共有物，首先必须对共有的含义进行界定。在格劳秀斯看来，

所谓“共有”，并非是“所有权”意义上的共有，而是“使用权”意义上的共有。〔４２〕 这就是说，

对共有物来说，没有人能够拥有它，但是每个人却能够以各种方式来使用它。在共有物的层

面，不存在任何可见的明确的支配形态。

于此，我们必须区分“共有”和“公有”，“公有物”（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必定指的是某一群人或

某一个组织对于某物的“共同拥有”。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在拉丁文的原意就是“为人民所有的物”。

在世俗秩序中，所谓的“公有物”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公共支配的基础之上。所以，世俗国家

体系属于“公有物”的范畴。而“共有物”（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则根本拒绝所有的观念，为所有人

共有的另一层意思否定任何所有权的存在，因而也否认在整个人类之上有一个公共的支配

者。因此，共有和公有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两者所展现出来的权利形态不同，前者所展现的

是使用权，而后者所展现的是所有权。更进一步，两者在公共性层面的展现也不同，共有所

展现的公共性是在万国法的层面，而公有所展现的层面则是在内国法的层面。正是在使用

权与所有权、万国的公共性与内国的公共性层面的差异，使得共有物与公有物所对应的构建

世俗秩序的方式也不同。共有必定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而公有最终必须诉诸战争的方

式加以解决。因为在使用权的意义上，我们无法想象暴力的冲突方式，因为共有物以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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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方式向所有人开放。而公有物则不同，其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宣示对于某物的永久性的

占有，并透过各种方式来捍卫这种占有。公有物只对特定的人或人群开放，而拒斥其他的人

或人群。因此，现代世俗国家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透过战争和暴力而划定各自“公有”

之界限的过程。于此，共有物和公有物的区分恰好对应了和平与战争两种方式。进一步，万

国法的公共性所对应的是“诸国家”之间的和平，而内国法的公共性之建立所对应的是“内

国”的和平。当“内国”的和平状态之维系与“诸国家”的和平状态之维系发生冲突之时，战

争便是重新划定公有物和共有物的范围的唯一解决方案。而要维系内国的和平与诸国家之

间的和平之根本要点则在于对于两种“公共性”在何种层面上能够有效衔接问题之回答。

格劳秀斯的解决方案包括世界公民观念的引入以及对于共有物的重新找寻两个层面。

首先，就两种公共性观念的衔接而言，只有透过世界公民的观念，我们才能将本来局限

于特定人民的公共性观念扩展至整个人类的层面，由此，本来相互分立的“诸人民”，就可以

被视为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整体”（ａｇｒｅ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４３〕 相对于这个“伟大的人民整体”来说，

“诸人民”对于领土的拥有与私人对某物的拥有具有相同的性质。其次，就共有物的层面来

看，格劳秀斯必须寻得一个能够不受内国之和平与万国之和平之间的张力影响的事物。与

此同时，这一事物又能将“诸国家”包容在其中。在神圣秩序中，这个事物是罗马教会。而

在世俗秩序中，格劳秀斯认为，这个事物应该是海洋。因为海洋最符合上文所说的共有物的

特质。即海洋不可能被拥有，而只能被使用。格劳秀斯进一步指出，海洋之所以最能够成为

共有物，是因为其不可被捕获的特质。与此同时，即便海洋在某一个时刻被占有，由于其内

含的生生不息的流动性，这种占有也无法成为那种能够获得所有权所必须的长时间持续稳

定的状态。〔４４〕 那么，海洋在何种意义上又能够成为一种包容“诸国家”的大社会呢？对这一

问题的回答，我们不能仅仅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给予解答，即海洋的广袤无垠将彼此分离的陆

地联结起来，与此同时，又通过这种联结，形成对于陆地的包容。这样的理解模式从根本上

脱离了格劳秀斯对于万国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在格劳秀斯的语境中，诸国家或

诸人民虽然已经不限于欧洲的世俗化国家，但却并非全部包含这些世俗化的国家。因为，在

格劳秀斯的语境中，陆地已然成为“诸人民”的“专属物”。因此，至少在欧洲大陆的领域内，

已然无法实现一种基于“一个伟大的人民整体”的“共和国”。但是，在海洋这个“共有物”

的基础上基于“一个伟大的人民整体”所形成的“共和国”却也并非是任何现代世俗国家都

可以参与进来的。其必须是懂得自我克制而不去妨害其他国家或人民对于海洋进行合理使

用的国家或人民。因为在格劳秀斯看来，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都必须在“专属物”

的层面满足于自身，他才能够享有万国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如格劳秀斯己所明言的，万国法

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决不能从一种普遍化的正义的规范的角度去认知，而必须诉诸一种

道德的禀赋或能力才能够获得理解。〔４５〕 在这个意义上，葡萄牙和西班牙恰恰并非是一个适

格的现代世俗国家。因此，他们根本就不是对万国法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主张的适格主体。

于此，透过格劳秀斯对于万国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之特质的界定，我们发现，现代世俗秩

序的统一性所立足的并非就是一个单纯的世俗化的国家，而是一个在世俗化的语境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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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意义上的道德禀赋或道德能力的国家。格劳秀斯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就是荷兰———

欧洲最早的共和国。也因此，如果我们将格劳秀斯的万国法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

观念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透过这种万国法观念，马基雅维利理论中“君主国—共和

国”之间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消解。

综上所述，所谓的“大社会”，就是透过海洋这一“共有物”，实现一种基于无支配的自由

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原本在陆地层面所形成的基于特定支配方式的现代世俗国家的分裂

状态能够基于万国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重新联合。于此，海洋所塑造的统一性对于陆地

所衍生的稳定性的吸纳就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而是法权意义上的。基于万国法所享有

的权利和义务是这种统一性的法权基础，因此，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我们看到，格劳秀斯

对于万国法的界定在根本上受到《海洋自由论》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体现即在于，透过万国

法，诸人民或诸国家能够基于“共有物”的观念，秉持一种不做非正义之事的道德原则，进而

经由共同同意来塑造世俗秩序的统一性。〔４６〕

三十年宗教战争的根本性影响不仅在于在国家层面彻底实现世俗化的要求，从而彻底

消弭中世纪神圣秩序的残留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国家的世俗化，全面推进了整个西

方文明的世俗化。〔４７〕 这种彻底的世俗化进程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法的世界观念的消逝

与法的国家观念的兴起。格劳秀斯作为最后一个法的世界意象的阐述者，在整个世俗体系

奠基之初，竭力为统一性在世俗秩序体系中的优先性进行辩护。但是，在这种辩护的进程

中，虽然其所采用的论辩理路与风格带有浓烈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色彩，其内核却是现代世

俗秩序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他之后的万国法理论已经无法阻挡现代世俗秩序对于稳定性

问题的关注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签订标志着统一性论题在世俗秩序中被稳定性论

题彻底取代。在这种稳定性问题的论述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原本为君主

或人民所禀有的构建国家的理性逐渐让位于国家自身的理性，这种理性的根本目标即在于

维系现代世俗国家的稳定性。格劳秀斯之后的万国法传统，在这种对于国家理性的新的理

解模式中逐渐丧失了对于统一性的追求，最终沦为稳定性论证的工具。

四　国家理性观念的转变与国家秩序的崛起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国家理性的含义的变迁要远远早于万国法概念向现代国际法概

念转变的进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家理性在主体上的转换从根本上塑造了万国法转向

现代国际法的概念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秩序开始崛起，由万国法所奠定的

世界秩序观念开始衰落。国家理性观念的根本转向在博泰罗那里就已经显现，在博泰罗那

里，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性的概念框架已经被突破。在对于国家理性概念的界定上，博泰罗

将国家的构建放在了次要的地位，而将国家之维系作为国家理性的首要目标。国家理性

“虽然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含了一切，但是其更多地关注于国家的维系以及国家的扩展，

而非国家的构建。……构建与扩张的技艺是一样的，因为开端和延续具有相同的特质。”〔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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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泰罗对于国家理性的这种界定完全剥离了“理性”一词原本所内涵的一个政治的“他者”

的预设，而完全将其转化为一个“合理性”的范畴。如福柯所指出的，博泰罗将原本的国家

理性降格为国家的治理，从而进一步将自然理性与国家理性二分，成为“现代西方人的两大

知识技术的参照系”。〔４９〕 也正是从博泰罗开始，自然理性根本上失去了对于国家理性的引

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透过从根本上抬高国家维系相对于国家构建的优先地位，博泰

罗废止了自然理性对于国家理性的引导功能。经由帕拉佐和开姆尼茨的完善，新的国家理

性的观念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国家理性原则所关涉的只是国家自身，理性属于国

家，属于主权者，于此马基雅维利和近代早期的共和主义者所强调的“君主—国家”或“人

民—国家”的二分便不再存在了，尤其是透过霍布斯的主权理论，现代国家自身便囊括了一

切。因此，除了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主体；二是在国家理性之外，并不存在任何

维系国家的理性原则，无论是自然理性或是神的理性；三是国家理性的目的只是在于维系国

家的整体性，并在这种整体性遭受破坏之时恢复它。〔５０〕

这三个特质对于万国法传统的摧毁性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由于万国法传统与专注于

国家构建的国家理性传统相关联，因此，他将理性的主体赋予诸国家或诸人民，并透过将自

然理性悬置，以发挥其引导功能。但是，新的专注于国家之维系的国家理性则强调，在国家

理性观念中，根本就不存在诸国家或诸人民，一个国家不可能去认知别的国家，而只可能来

认识自己，并透过对自己的认知来维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生存不可能依靠认识别人来求

得。所以，新的国家理性观念特别强调单个国家自身在时间秩序的维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个观念对于万国法所规定的诸国家的权利或义务的观念是毁灭性的。正如福柯所指出

的，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新的国家理性观念对于传统的万国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遵循

就不再是必然的，而是任意的：“国家理性服从这些法律、尊重这些法律，条件是国家想要服

从、尊重这些法律，条件是国家理性将这些法律定为自身的游戏元素。”〔５１〕

其次，世俗秩序的统一性为世俗秩序的多元性所取代。福柯认为，统一性为多元性所取

代的根本特质在于普世的政治时间为多元的政治空间所取代。普世的政治时间消弭一切空

间的差异。而多元的政治空间则将时间都分割成零散的时间段。于前者，存在着一个总体

性的时间场域，因而一切都会有终结。于后者，多元的政治空间都只关注自身，因而也只关

注自身所处的时间段，而绝不可能有一种总体的时间意识。这样一来，时间就变得零碎化，

进而让处于特定政治空间中的国家根本就看不到开端或终点。所以，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空

间中维系自身的生存就必定要承认诸政治空间在特定时间段内是并立的，且应该成为历史

的必然。〔５２〕

最后，万国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于统一的政治空间的思维模式，逐渐为关注于国家之

维系的国家理性所取代。这种新的国家理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各个国家自身的繁

荣和富强乃是政治秩序的基本鹄的。也就是说，国家理性不在与理性本身发生关联，而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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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财富发生关联。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而非法律就成为新的国家理性维系

国家的重要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国家理性根本拒绝万国法观念中诸国家和诸人民的

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体系，而只是关注于特定国家自身在世俗秩序的框架内作出特定的行为

之后会发生何种后果。因此，国家理性不再与规范性的道德哲学立场发生关联，而急需一种

新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功利主义。这在博泰罗那里体现的非常明显，他指出：“毫无疑问的

是，在君主们做出的决断中，利益的考量要远远压过其他的考量。”〔５３〕从 １６世纪晚期开始，
利益的观念已然寻找到国家理性这一概念的外壳，进而成为世俗秩序维系的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政治术语。〔５４〕

在格劳秀斯行将离世之际，这种新的国家理性观念已然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

维罗里所指出的，对于１７世纪的思想家来说，国家理性这一语词的出现与传统的政治学概
念不同。有的人将国家理性看作政治学的对立面，有的人则将国家理性看作政治学的构成

部分。但是一旦将国家理性视作维系或保存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权力这种观念出现以后，

传统意义上将政治学视为一切实践科学中最高贵的学科的观念就不复存在了，政治学与国

家理性就成为了一回事。〔５５〕 揆诸现代世俗秩序构建之初所生发的万国法传统，其对世俗秩

序的统一性追求是古典意义上的高贵政治学在现代世俗秩序肇始之际的最后一丝余晖。虽

然国家理性之最初的运用乃在于构建世俗秩序，但是一旦其沦为维系并扩张世俗秩序的工

具之时，万国法传统这古典政治理论的最后一丝余晖也必然为将维系世俗秩序作为其根本

任务的国家理性的阴霾所吞噬。与此同时，万国法对于国家理性的最初含义的那种纠正和

补强的功能也随着国家理性观念的变化而灰飞烟灭。

但是最终完成对于古典万国法传统的致命打击的，乃是霍布斯的学说。霍布斯不仅将

上述新的国家理性的观念所具有的特质和功能体系化，而且第一次将“合理性”原则完全地

嵌入到现代世俗政治秩序的论证模式之中。这种合理性原则的论说，使得格劳秀斯的万国

法观念所赖以存立的“大社会—小社会”的划分基础完全不存在。基于此种合理性的原则，

在现代世俗性的政治体系之中，只有两类主体：个体与国家。〔５６〕 个体与国家发生直接的关

联，因而并无“小社会”的存在，国家只关注国家自身，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大社会”的观念。

与此同时，在霍布斯那里，所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都不是基于某种道德禀赋或能力，而只是

基于人们的自我保存的欲望。这种自我保存的欲望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源泉。如果

说，在世俗国家的内部，这种自我保存的欲望最终导致了一个绝对的主权者的生成。那么，

在诸多世俗国家所构成的“万国政治体系”之间，自我保存则不可能导致一个统一性的世俗

秩序的生成。世俗国家之间的自我保存的欲望不可能透过一种权力生成的方式来加以保

护，而只能通过国家自身的不断强大来维系。人与人之间基于自我保存的欲望造成的自然

状态可以透过世俗国家的生成来加以摆脱，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基于各自的自我保存和维

系的欲望所造成的自然状态则是永久性的无法摆脱的梦魇。所以在霍布斯那里，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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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存在万国法意义上的稳固的联结，而只有基于保存自身所需的权力。〔５７〕

但是，如何在多个世俗国家并存的视野中寻求自身的保存？透过对于国家自身的关照

和认知，现代世俗国家为自己想象了一个政治的他者。必须指出，这种想象的政治的他者完

全是以对自身的认知为摹本的。所以，现代世俗国家要在国家的复数性成为不可改变的政

治事实的状况下维系自身，就必须从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早期的统一性论题中将稳定性论

题解放出来。当世俗国家的稳定性成为一个独立的论题之时，很快就将世俗秩序肇始之际

的所拥有的统一性论题吸收掉了。这种吸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再强调诸国家乃是世

俗秩序的主体，而强调一个完善的、成熟的世俗国家乃是维系世俗秩序得以存立的主体。只

有世俗秩序体系所容纳的诸国家都成为一个完善且成熟的国家的情况下，诸国家之间才能

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状态的根本宗旨不在于寻求统一性，仅仅是为了维系彼此安

全的一种不确定的、临时性的设置。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所形成的“欧洲均势”的理念

与现实就是这种不确定的、临时性设置的表征。之所以将这种设置称之为临时和不确定的，

是因为以维系国家为根本宗旨的国家理性观念从来都只关注自身的生存，即便其在政治智

慧和外交政策方面相当成熟，当这种不确定的、临时性的设置不足以维系国家自身的生存

时，这种均势和平衡最终被以国家理性名义所发动的战争所打破。因此，现代世俗秩序体系

内战争所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神圣秩序框架内的战争频率。虽然这种政治性的临时设置

有其优势，但毕竟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如何在这个多元的政治空间中保证各个世俗国家

的稳定性———内部的安全和外部的和平———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在世俗

秩序中，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完全依赖于上述的政治性设置，而必须寻求另一种机制；在其

中，每一个国家的稳定都与其他国家的稳定相互关联起来。这种相互关联使得任何一个国

家的稳定性都成为诸国家的稳定性得以保障的前提。对这种机制的探索是与世俗化的进程

密切相关的。世俗化使得“经济”成为现代世俗秩序构造的一个客观化的实在。经济的发

展与繁荣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世俗秩序的稳定性。因此，在维系世俗秩序的稳定性的层面，现

代世俗秩序所构想的乃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市场。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市场所

保证的是文明国家，也即欧洲国家之间的互惠性链条能够维持。表面上看来，现代欧洲的世

俗国家对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主张似乎是对于世俗秩序的统一性论题的主张，但事实上，这

种主张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将稳定性论题抛给了欧洲之外的世界。透过自由贸易和统一性市

场，欧洲在现代早期所具有的巨大优势，使得其能够在统一的市场之中彼此保证各个世俗国

家的富足。于此，世俗化进程中的“褫权—赋权”逻辑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又一次得到了贯

彻。以欧洲和世界为划分，上演了一幕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却是中饱私囊的政治、经

济和文明的输出。输出的目的不在于造就一个统一的世界，而在于维系一个稳定的欧洲。

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资本这一经济要素逐渐与欧洲的诸民族和诸国家形成联盟，形成了

现代世俗秩序的稳定性得以维系的基本体制：“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政治体系。

也正是在这种“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体系中，传统的具有强烈道德意涵的万国法

观念逐渐消解，让位于仅仅考虑权宜之计和经济利益的现代国际法观念。这一演变的进程

颇为复杂，由普芬道夫始，其间经由沃尔夫和瓦特尔等人的发展，万国法概念最终徒具虚名。

从论证的理路上来说，普芬道夫将格劳秀斯的万国法传统所立足的视野大大缩小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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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在陆地和海洋的所形塑的政治空间中来看待万国法观念，甚至也没有在欧洲的立

场上来看待万国法观念。普芬道夫的关照更多的是德意志本身，是德意志作为一个古老的

文化民族所占据的政治空间。因为，在普芬道夫看来，德意志作为一个邦国林立的松散的政

治统一体，其所形成的诸邦国之间的法律联结恰恰是格劳秀斯意义上的万国法观念。但是，

在《德意志现状》中，普芬道夫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认为这种松散的、混乱的政治

统一体中的诸邦国都是“不正常”（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的国家，这些“不正常”的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法

律联结对于德意志帝国来说根本不能够造就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必须指出，普芬道夫此

处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完全是在最高政治权威的表现形式的意义上来说的，因此所谓的

“不正常”国家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最高政治权威的承载“形式”（ｆｏｒｍ）的国家。而这种形式

包括三种：民主形式、贵族形式和君主形式。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必然蕴含着单一的、最高的

权威。〔５８〕 普芬道夫时代的德意志帝国恰恰并没有这种单一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形式。这有

两层含义：一是诸国家或者说万国根本就不是现代完善的世俗国家形态，完善的世俗国家形

态必须是一个以单一的、最高的政治权威所承载的民族国家，因此，诸国家不可能成为万国

法的主体，更确切地说，在普芬道夫那里不是自然法合适的适用对象。二是由诸国家作为主

体而产生的万国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构成的世俗秩序的统一性联结与最高政治权威所形塑

的统一性联结相比，不仅脆弱，而且杂乱无章。如普芬道夫自己所说的，基于最高政治权威

的政治性命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比基于契约和习俗所形成的人与人的联合之间的

联结更为稳固、更为系统，她就是正常国家这个道德性身体的灵魂所在。〔５９〕

对于普芬道夫来说，在其构建不同于格劳秀斯传统的万国法体系之时，重要的问题就在

于，如何将德意志从一个“不正常”国家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进而能够真正成为他所谓

的万国法的创制者。于此，普芬道夫所诉诸的，也正是上文所一再强调的，是以国家之维系

为圭臬的国家理性传统。《德意志现状》一书的最后一章即是以“德意志的国家利益”为题，

试图运用这种受功利主义哲学浸染的国家理性观念来将德意志的“诸国家”的“不规则形

式”整合成“单一的规则形式”，进而为他的万国法理论奠定根基。普芬道夫运用国家理性

原则，对于如何将德意志现状中的诸多不正常国家转变为一个统一的正常国家提出了 ６项

措施，其核心即在于摆脱多元性，追求统一性，最终所指向的是一个单一的、最高的政治权威

的生成。〔６０〕 由此，透过《德意志现状》与《自然法和万国法》这两部著作，普芬道夫将格劳秀

斯及其之前的万国法观念中作为权利和义务的创制与践行主体的“诸国家”转变为单个的

“正常国家”。正是基于此种立场，我们可以说，《自然法和万国法》所关注的不是世俗秩序

的世界意象，而是世俗秩序的民族意象，更确切来说，是世俗秩序的德意志民族意象。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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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对于正常和不正常国家的区分乃是基于最高权威的承载形式的论述，可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ｇｈｔＢｏｏｋｓ．Ｖｏｌ．２，ｔｒａｎｓ．ｂｙＢａｓｉｌＫｅｎｎｅｔｔ，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Ｗａｌｔｈｏ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Ｗｉｌｋｉｎ，１７２９），
ｐｐ．１７３－１９１；该部分的缩略版可参见 ＣｒａｉｇＬ．Ｃａｒｒ，ｅｄ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Ｊ．
Ｓｅｉｄｌ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２２５－２３０．由于１７２９年的全本《自然法和万国法》是以英文花体
字印刷出版，阅读起来有诸多不便，所以读者可自行对照《普芬道夫政治著作选集》中相关的部分进行参考，当然，

没有选录的部分仍需参看１７２９年的版本，特此说明。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ｇｈｔＢｏｏｋｓ．Ｖｏｌ．２，ｐ．１６８；ＣｒａｉｇＬ．Ｃａｒｒ，ｅｄ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ｐｐ．２２２－２２３．这两种译文都只是部分把握了普芬道夫的所要阐述的意思，因此，本文的
概括是依据这两种译文各自的含义总结而来。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ｄｍｕｎｄＢｏｈｕｎ，１６９６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Ｓｅｉｄｌｅｒ，（Ｉｎｄｉａｎ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Ｆｕｎｄ，２００７），ｐ．１６１．



相比于普芬道夫而言，在对万国法观念的阐述中，沃尔夫较少注意政治的现实。他力图

以一种莱布尼茨式的科学态度来阐明万国法的概念和特征。这种莱布尼茨式的科学态度注

定了沃尔夫对于万国法的阐释的进路乃是从普遍到个别的进路。因此，沃尔夫首先的预设

就是自然在诸民族和诸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社会”（ｇｒｅａｔｓｏｃｉｅｔｙ），诸民族和诸国家都有

义务维系这个大社会的存在。必须指出，这个大社会不是逻辑推理的前提，而是逻辑推理的

结果。在沃尔夫看来，这个大社会的存在，是自然法作用于每一个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在诸民

族或诸国家间的“拟象”。从这一“拟象”的立场来看，即便事实上“大社会”为诸国家和诸

民族所分割，所有个体已然是这个“拟象”的大社会的成员。〔６１〕 于此，沃尔夫与格劳秀斯有

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格劳秀斯那里，这个大社会不是一个“拟象”，而是真实的存在，也不是

自然法适用于个体所推演出来的结果，而是诸国家本身的共同同意得以生成的前提。因此，

我们可以说，沃尔夫的万国法观念在表面上确实具备格劳秀斯的形式，但是其内在的精神却

是普芬道夫式的。这可以从他对于“伟大的共和国”（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ｍａｘｉｍａｅ）的设想中得到体现。

这个“伟大共和国”的设想使得沃尔夫的万国法观念不再停留在在诸国家和诸民族的关系

上的联结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种统治的功能。但是，依据普芬道夫所界定的正常国家的形

式，这个伟大共和国只能以三种形式中的“民主形式”作为其政府形式，因为其必须最大限

度地尊重单个国家的权力。〔６２〕 可以看出，沃尔夫的此种构建完全是基于特定国家形态的存

在来展现一种具有“世界”意象的万国法观念的。这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逻辑推演有着

类似的结构。因为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构成单一的道德人格，其不是霍布斯式的机械国家，

而彰显着一种精神存在的形态。那么，诸民族和诸国家的联合就是所有精神存在的形态联

合，必然形成莱布尼茨意义上的“最完善的国家”。〔６３〕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透过科学方法来研究万国法的沃尔夫在政治哲学的领域所面临的

困境，即万国法观念要不断地在单个国家和“伟大共和国”的融合和对抗中显现出其自身的

内在紧张。基于伟大共和国的理念，对国家或民族的热爱与对人类的热爱不能够有本质的

区别。与此同时，诸国家和诸民族之间也应相互热爱，即便他们之间彼此为敌。但是基于国

家自我保存的要求，在战争中，沃尔夫又强调，对于敌人运用有毒的武器是万国法所允许

的。〔６４〕 将如此明显冲突的权利和责任规则都容纳于万国法之中固然显示出沃尔夫事实上

徘徊于国家理性和古典的万国法传统之中，但却与他自我宣称的科学方法是不矛盾的。因

为沃尔夫的莱布尼茨式的科学方法是以一种特定的“神义论”为前提的。这种神义论主张，

现存的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而，恶乃是这个最好世界必然的组成

要素：“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缺少最细小的、发生于其中的恶，它便不再是这个世界，

它便不再是———将一切考虑在内———被选择了它的创造者认定为最好的世界。”〔６５〕对于莱

布尼茨这种神义论的采用使得沃尔夫的整个万国法理论徒具格劳秀斯的外衣，而其论证的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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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Ｐｅｒ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ＪｏｓｅｐｈＨ．Ｄｒａｋ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ｐｐ．１０－１１．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Ｐｅｒ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ｍ，ｐｐ．１３－１６．
参见莱布尼茨对于单子最终形成的状态的论述：“一切精神总合起来应当组成上帝的城邦，亦即最完善的君王统治

之下的尽可能完善的国家。”［德］莱布尼茨：《单子论》，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

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９２页。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Ｊ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Ｐｅｒ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ｍ，ｐｐ．７５－７８，４５０．
［德］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９页。



最终目的则是为国家理性在诸民族和诸国家的关系中的存在提供证成。国家理性所造就的

恶，竟然是伟大共和国存在所必须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夫的国家理性观念比任何

一位思想家都要来得彻底。

无论是从思想立意还是从表述结构上来看，瓦特尔的万国法体系都与沃尔夫的万国法

体系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立意、体系和结构，甚至表述上的类似却

并不意味着瓦特尔的万国法仅仅是一种集大成的总结。更确切来说，在瓦特尔的语境中，透

过对万国法传统所关注的对象的根本性改变，他已经将国家理性原本所关注的如何在建立

一个“正常”或“理想”的国家的前提下建立诸民族或诸国家体系，改变为如何在诸民族和诸

国家体系与单个民族或国家自身这两个面向上构建一个理想国家。因此，在瓦特尔的视野

中，万国法更多关注的就不是诸民族或诸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如何透过万国法来构建一个

正义的国家。当万国法的视野被完全限缩在国家或民族身上之时，原本基于诸国家或诸民

族的视野而将人类纳入万国法的调整对象就不合时宜了。对此，瓦特尔与其之前的万国法

思想家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不认为万国法适用于个人，因此，在万国法的论域中，对于国家或

民族的考虑要优先于对于诸人民或整个人类的考虑。〔６６〕

这种考虑，在瓦特尔看来，有两个基本的面向：一是诸民族或诸国家都是自由且独立的

主权者，二是这些主权者具备独立的道德人格。〔６７〕 前者依靠诸民族或诸国家之间的一个自

然的社会来达成，后者依靠单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成熟的政治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

制来达成。于此，诸国家或诸民族间的自然社会和单个民族或国家之内的政治社会便在理

想且正义之国家的构建中共同起作用。前者为理想国家的建构设定了外部规则，后者则透

过政治社会来设定内部规则。所以，万国法就包含了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理性的双重

规训：内部的规训和外部的规训。内部的规训着力于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政治社会，并强调政

治社会相对于民族或国家自身的优先性；外部的规训则强调说，基于国家之间自然的社会性

联系，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自身或其他国家或民族都有着必然的责任和义务，是不能透过

任何自主意志、双边或多边条约加以改变，更不能以自身长久以来的习惯为由而加以废止

的。只有内部和外部的规训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万国法观念才能够切合于现实国

家理性的诉求。在瓦特尔看来，国家只有具备道德人格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践行万国法上的

权利和义务。但是，道德人格并非是外在强加的，而是自我养成的。所以，在论及国家或民

族对于自身的义务时，瓦特尔特别强调国家之道德人格养成的两个根本性的面向：国家的维

系和国家的完善。前者有赖于对于国家自身的认知，以及透过这种认知来尽可能地避免一

切有损于国家存续的情形。这在本质就是对于国家理性的主张与诉求。与此同时，该民族

或国家必须明了为了保存自身所采取的一切行为所应有的界限，也即虽然就其自身的保存

来说，一切行为都可以采用，但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任意地采取这些行为，而必须以审慎的态

度来作出决断。这种审慎并非经济意义上的审慎，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审慎。〔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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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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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ＥｍｅｒｄｅＶａｔｔｅ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ｏｎＬｕｘｕｒｙ，（Ｉｎｄｉａｎ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Ｆｕｎｄ，
２００８），ｐ．６８．
ＳｅｅＥｍｅｒｄｅＶａｔｔｅ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ｏｎＬｕｘｕｒｙ，ｐ．８５．
ＳｅｅＥｍｅｒｄｅＶａｔｔｅ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Ｅａｒｌ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ｏｎＬｕｘｕｒｙ，ｐ．９１．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或民族才能够以上述这种审慎的态度去认识自身并不断地改善自

身，以求能够采取适宜的行动呢？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国家或民族乃是明智

和成熟的呢？于此，瓦特尔就深入到了其他万国法的思想家所没有深入的层面，即万国法要

得以成立，必须以内国的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为前提。一个理想的、具备道德人格的国家必须

在宪制的层面达到完善的境地。而在瓦特尔看来，宪制所涉及的不外乎政治社会如何组织

并控制公共权威，以便其能够为公民的整体福祉服务。在瓦特尔的预设中，公共权威，或者

说主权者必然隶属于这个政治社会体本身，并且政治社会体有权选择切合于自身的公共权

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政治社会就必须为公共权威的运作设定基本的规则，这些基本规则

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宪制。于此，宪制展现出对于民族或国家的两个重要的面向：一是为政治

体提供基本存在的形式；二是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实现整个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福祉。所以，

在万国法的论域内，对于一个适格的民族或国家来说，最为重要之事就是选择一个最好的宪

制形式。一个完善的宪制是民族或国家获得自身的保存、安全与完善的最为有效的保障

形式。〔６９〕

我们可以看出，在瓦特尔的论域中，维系国家的国家理性受到万国法的渗透开始从诸国

家层面的自我维系转入到内在的自我维系，开始从对政治他者的关注转向对自我的关注。

但这种转向不同于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理性特质。在福柯的治理术意义上的国家理性所切合

的是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而瓦特尔在某种意义上将万国法所提供的法律理由嵌入到国家

理性的语境中，从而使得国家理性从为何要有国家，如何维系国家的束缚中，进一步地深入

到国家应当为何的论域中。如此一来，万国法就不再关注在诸国家或诸民族间形成一种稳

固化的法律联结或在它们之上形成了更高的政治实体，而只是专注于如何形成、维系并完善

一个良好的宪制。因为，一个国家的宪制的好坏与否，直接决定了万国法是否能够将普遍的

权利和义务体系适用于适格的主体。〔７０〕 由此，万国法最终从诸民族或诸国家的整体视阈中

的联合诉求，转化为对于单个的理想国家的稳定诉求。诸国家的共同完善进程最终让位于

单个理想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所以，瓦特尔的万国法体系隐含着理想国家和有待完善

的国家的二分，这种二分恰恰显示出将万国法的范围深入到单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层面所应

有的意义：透过理想国家对于万国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践行，有助于有待完善的国家向理想

国家的演化。因此，瓦特尔后来对于万国法上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的讨论都应放在这个语

境中来讨论，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辨别其和后来单纯的国际法有什么区别了。经由瓦特尔

的上述论证，万国法为世俗秩序所提供的统一性的法律理由最终被国家理性为世俗秩序所

提供的稳定性的国家理由观念所吸收，并且，这一吸收的过程同时也导致国家理性的观念从

诸国家和诸民族间的政治和法律关注转向构建完善且理想的内国政治的层面。国家理性观

念的内国化使得古典万国法观念对于世俗秩序所提供的统一性论证走到了尽头。于此，诸

民族或诸国家的联结不可能透过万国法来达成，而必须透过一个理想国家的范型加以引导。

在这种理想国家观念的引导下，现代自然法观念对世俗秩序所许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随

着内国政治结构的宪政化而得以落实，自然法观念的实证化进一步促使了万国法概念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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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最终形成现代国际法的概念。

五　现代国际法的创生：从世界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转变

从维多利亚到瓦特尔的万国法概念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万国法概念之所以

在现代世俗秩序的早期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随着世俗秩序构建与维系的深入，逐渐向

国际法概念转变，有着三个至关重要的要素。

一是自然法观念在现代世俗秩序构建早期所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个对于万国法加以

阐述的思想家都是在自然法观念所提供的自然理性的范畴内展开对于万国法的论说的。因

此，在自然法观念所许诺的普遍法权观念为现代世俗秩序自身吸纳完毕，自然理性转换为一

个理想的政治理性之后，万国法便失去了赖以存立的观念基础，其创制和践行的主体就并不

可能是共同受到自然理性所引导的诸国家或诸民族，而是受到特殊的政治理性———主要表

现形态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所左右的单个国家或民族。于此，万国法就不再

是一种外在的理性所施加于诸国家或诸民族的普遍法权形态，而是转变为一种由内在于单

个理想国家基于自身的国家理性所自生的、基于这些理想国家自身之自主意志的特殊法权

形态，因此是一种诸国家或诸民族之间的法律，也即国际法。

二是在世俗秩序构建的早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成型，所以，诸国家和诸

民族之间的内外界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就使得对于即将到来的世俗秩序之图景的擘画

有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其中最具活力的当属接续神圣秩序之统一性论题的讨论，透过万国法

在世俗秩序未成型之际描绘一幅统一性的乌托邦前景。但是，现实的历史进程却将这种理

想图景肢解的七零八碎，伴随着资本、民族和世俗的国家类型的合流，诸国家和诸民族之间

的内外之别已然不可逆转。正是透过特定政治疆域的划定，使得民族被封闭在这个特定的

疆域之内，也是依靠这个特定的政治疆域自身的力量，资本才得以在整个世俗秩序的体系内

流通。于此，内外之分便展现出“内”相对于“外”的更为重要的面向。所以，原本注重于诸

民族和诸国家之间的外在联结的万国法观念便不合时宜了，必然会向国际法概念转变。从

万国到国际的概念转变背后的政治现实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型。吉登斯对此有着深刻的洞

察：“只有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国际’这一术语才具有充分的含义，这是因为民族—

国家具有严格的、相互区分开来的特征，因而相对于外部的多重关系，其内部关系也便具有

非常特别的形态。”〔７１〕

三是万国法所依赖的道德哲学基础在世俗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伴随着现代

政治秩序之世俗化进程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于世俗秩序的功利主义论证模式逐渐占据了

主导地位，万国法传统所依赖的一种规范主义的道德心理学进路逐渐湮没在功利主义的思

潮之中。之所以会在哲学思想上出现如此的变迁，是因为资本这一现代世俗秩序的根本性

要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与之结盟，形成了“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功利主义思潮

的出现顺应了这一体制的要求，给予了这一体制以方法论上的说明和论证。最为明显的表

现就是功利主义对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的驳斥，以及从立法主权的角度将万国法所提

供的法律理由内国化，进而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理性观念限制在宪政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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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变迁到了边沁那里获得了理论和政治上的成熟，因此，也正是在边沁那里，基

于理论体系的构造和现实政治的需求，明确地提出用国际法的概念代替万国法的概念。只

有在边沁那里，“国际”一词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一方面源于边沁所确立的法学体系的

便利，另一方面则来自其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与现代国际法之间的相互契合的特质。就法

学体系的确立来说，在传统的万国法观念中，其是与市民法相对应的法学体系，它与市民法

相去区分的最为重要的范畴就在于市民法的适用对象的政治性质是具有特定公民身份的

人，而万国法则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在民族国家成型之后，特定公民身分相对于人类的独

特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所有人在特定意义上都可以享有特定的公民身份。所以，边沁认

为，适用于同一国家成员的法律可称之为国内法体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而适用于不同

国家成员的法律应称之为国际法体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基于这一划分，边沁就

将国际法仅仅限于公法的层面了，在他看来，那些不同国家的私人间的贸易或商业往来应归

属于特定国家管辖，而不受国际法的调整，国际法只调整主权者之间的关系。〔７２〕

边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之上的国家理性观念也投射在其对于永久和平的构想之中。边

沁的永久和平之构想的本质仍在于维系世俗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的稳定性。对于边沁来说，

永久和平并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善，其只是保证民族国家能够在世界体系中更平稳并更有效

地保存自身的一种外部条件。因此，虽然边沁强调通过世界公民对于诸民族和诸国家的共

同且平等的利益将进行考量来制定一部国际法典，来保障国家之间的和谐与和平。但是其

所面对的仍然是基于国家理性的特殊利益与基于世界公民立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一

根本性的难题。从边沁的基本主张来看，其最终还是将世界公民的共同利益让位于国家理

性的特殊利益。〔７３〕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边沁将世俗秩序的统一性论题完全吸收到稳定性论

题之中。所以，他进一步强调说，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各国的特殊利

益，而战争只是在自身的特殊利益受到损害并且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得救济时才会采用

的手段。因此，在国际法中，和平法是实质性的法律，战争法只是附属性的法律。〔７４〕

可以看出，在万国法传统中，其所关注的法律逻辑是“战争—和平”的逻辑，而在国际法

的视阈中，其所关注的却是“和平—战争”的逻辑。于前者，战争法是实质性的法律，和平法

是附属性的。而于后者，和平法是实质性的法律，战争法却相反成了附属性的法律。这种对

反的结构性对照恰好说明万国法和国际法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考逻辑。在万国法传统中，其

所考虑的是诸民族和诸国家之间普遍的法律联结如何达成，所以，战争必须成为其首要考虑

的问题，只有透过对于战争的全面考虑，才能最终形成一种和平的法律状态，形成规范意义

上的普遍联结。但是在国际法的传统中，其所考虑的是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只有在一

种事实上的和平状态得以维系的时候，这种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将战争法作为附属法并

不意味着战争法就无足轻重，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法透过和平法救济的时候，战争法就

会显现出其最终的保障功能。

如此一来，万国法和国际法视阈中的战争与和平概念就其性质上发生了倒转，在万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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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战争是一个事实性概念，而和平是一个规范性概念，透过对战争法的强调，和平的规

范性理念能够得以展现。而在国际法传统中，和平是一个事实性概念，其最终有可能透过战

争这一规范性概念而被打破。因此，在边沁的永久和平计划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对于和平的

保障是一种法权意义上的规范性保障。这可以从边沁所拟定的永久和平的十四项主张中得

到明显的体现。在边沁看来，永久和平的达成，尤其是欧洲永久和平的达成，不是诸国家或

诸民族合力的结果，而只是特定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其中第

一项到第五项的主张都是以下述论证为其基本格式的，即凡是有碍永久和平这一事实状态

之形成的要素都是有损于大英帝国国家利益的。依照这样的逻辑，第六到十项的内容与前

述五项相同，但其指向的对象则变成了法国。只有在这两个特定国家的国家理性不受损害

的前提下，永久和平才是可以想象的。换句话说，永久和平奠基于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国家理性这一基础之上。在第十一项主张中，边沁道出了永久和平计划背后的国家理性基

础：“如果法国和英国能够完全达成一致，为欧洲制定一个普遍且永久的和平计划的主要障

碍便消除了。”〔７５〕因此，后面三项计划的规范性意涵完全建立在上述的事实性基础之上，没

有了基于国家理性所提供的事实性基础，边沁所提出的颇具规范性的永久和平计划便是空

中楼阁。这也是现代国际法传统在构建世界体系中所遇到的根本性困难，特定时段的和平

之建立最终却是透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规范性和事实性特质的倒转

便是这一困难的症结所在。

基于上述的观念，传统的万国法体系就遭到了彻底的瓦解和取代。伴随着这一瓦解进

程的，是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所生成的现代国际法概念。现代国际法的概念脱离了自

然理性的范畴，而直接源于民族国家自身的自主意志，其所服务的根本目的无非是民族国家

在世界体系内持久长存。所以，一切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规则的设定都必须经由民族国

家之自主意志的同意，没有经由这种自主意志的国家理性过滤的国际法规则不仅无法约束

主权者，更无法覆盖该主权者治下的人民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从格劳秀斯一直延续到瓦特

尔的万国法传统中，基于自然理性而产生的所谓必然的万国法观念在现代国际法中就没有

立足之地了。现代国际法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意定之法（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ｌａｗ）。这种意定之法

所强调的不再是诸国家或诸民族之间稳固性的法律联结，其关注的中心在于如何透过这种

意定之法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对于特定协议或公约的加入或拒绝，其背后皆

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国家理性作为支撑。否则要么陷入无穷的战争泥潭，要么是被迫卷入一

个对于该国家或民族来说完全陌生的世俗秩序的世界意象，进而在这个陌生的意象中，以成

熟和理想的现代国家作为自身民族的历史使命。

前者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战争在欧洲国家之间已然成为国家间政治的常态。克劳塞维

茨就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把握。因此，他把战争界定为一种基于国家理性的政治目的考

量，如此一来，国家理性而非万国法就成为了衡量战争手段和目的的尺度。并且，这种尺度

不仅受到世界体系中的单个国家的国家理性的影响，还受到国家理性相互间作用所产生的

事实联系（不是万国法意义上的法律联系）的制约。所以，从概念上来说，战争行为从属于

国家理性的特质就决定了其乃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将战争界定为

一种特殊的行动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推演过程，克劳塞维茨将万国法框架内的战争法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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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相关原则和规则完全置换了语境。在万国法的语境中，所有的战争法规则都必须符合

抽象的哲学思维模式，但是在新的国际法的语境下，战争法则必须依据现实世界所提供的材

料的盖然性和规律来确定。〔７６〕 简单来说，就是在万国法的语境中，战争行为受到自然理性

的强制性规则的制约，受到自然理性的独断论的掣肘。而在现代国际法的语境中，战争行为

则要依据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其根本上受到一种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的支撑。所以，现代

国际法中的战争法则所关注的不再是战争本身，而是在战争发生之后，如何在战争过程中透

过相关规则的设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战争中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

后者则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向外扩张的进程中得到了展现，尤其是在与传统帝国政治

体制交锋的过程中，基于国家理性的现代国际法观念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最为典型的例证

就是近代中国从帝国体制转向民族国家体制过程中在面对现代国际法概念时所造成的困

局。这种困局背后所彰显的不单单是两种文明话语的较量，更伴有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的

根本性冲突。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由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变之根本性的诉

求就是如同普芬道夫、维柯和瓦特尔所描绘的那样，形成相对成熟的理想国家，具有成熟的

国家理性，并寄望于理想的政治家来践行这种国家理性。只有在理想的政治家娴熟地运用

国家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在世界体系中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自我期许才能够在特定的层面

具有世界意象。

上述对于理想国家的描述与期望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之后得以在欧洲的国家

间秩序中落实。由《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构筑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及其基本原理所赖以运

作的前提乃是在万国法体系中所塑造的理想国家。这就意味着，在对现代国际法原则进行

理解和阐释时，不能单从国家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而必须从诸国家的层面来理解。因

此，为现代诸国所奉行的诸多国际法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等等———不

能单从世俗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而必须从诸国家合力来形成一个良序的国家间秩

序的角度来考虑。最终，这些原则仍然必须指向一个理想世界秩序的层面。

因此，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国家理性观念在万国法向现代国际法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重要。但是，如果将视野再放大到整个欧洲思想的层面，我们就会发觉，正是透

过世俗化的国家理性观念，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哲学上最

终体现为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争论。基于国家理性所提供的视角，我们可以从政治哲学

的视角来进一步地解读发生在启蒙时代的独断论与经验主义怀疑论之间的哲学论证所具有

的政治和法律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认为，由休谟所开启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

的持久论争在根本上不是抽象思维的论证，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关怀即如何为即将成熟的

世俗秩序奠定一个成熟的心智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关怀，现代政治哲学家

在讨论世俗秩序的基本构造之前，都必然会在抽象的哲学层面上为自己的讨论寻得心智基

础。心智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当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在休谟之后成功地战

胜独断论之时，万国法被现代国际法所取代在心智的层面已然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也正是

透过独断论和经验主义怀疑论之间的持久论争，我们才能够引入康德的世界法观念。在康

德的视阈中，万国法所具有的世界意象和现代国际法所具有的民族国家意象被巧妙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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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主义的法权构想之中。这种融合的知识论基础即在于第一批判所确立的方法论原

则，即透过先天综合判断来调和独断论和经验主义怀疑论之间的冲突。于此，第一批判所具

有的政治哲学意涵有待深入的挖掘。所以，对于康德的世界法观念的探讨，必须从第一批判

的视角来深入考察康德的世界法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康德的世界主义法权构想的

现代意义，尤其着重于康德在探讨公共理性观念时对于国家理性观念的回应与重构。也正

是透过康德，国家理性观念最终为公共理性观念所取代，成为现代政治自由主义对于世俗秩

序稳定性和统一性进行论证的最有效的工具。〔７７〕

综上所述，早期现代欧洲的法律与政治理论中的世界秩序和国家秩序在国家理性观念

的论域中最终归结到康德的政治法律哲学理论之中。经由批判哲学的转换，一种全新的有

关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定位成为现代国际法和国家法理论的源泉。康德之后，

现代国家秩序的法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新世界

秩序的生成已见端倪，一种对于国家法理论的超越的诉求逐渐增强，世界主义法理论已然成

为人们构建法理论之全新诉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实践背景下，认真对待早期欧洲政治

和法律理论中的世界秩序与国家秩序的论题对于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法理论的生成有着重要

的历史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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