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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内涵比较及其实践路径分析

吴科谕

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政治内涵也逐渐得到了丰富。古今中外，由于人们观察分析政治的角度、方法不同，对

于复杂政治现象的研究也有所不同，因此，人们对“政治”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 并从介绍中西神权政治观入手，分析

汉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治思想与欧洲中世纪以阿奎那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异同点，从而为更好理解中外政治发展的历史与

实践路径提供更多角度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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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政治内涵

由于中西方的时代背景，思想观念大相径庭，所以中

西方对政治内涵的解释丰富多样，都有其独特的见解，中

外典型的政治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道德政治观

中国儒家孔子认为政治与道德是内外相结合的，同时，

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治和道德是相统一的。

第二，权力政治观。中国法家和西方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都

认为，政治是权力的获取、保持和运用。第三，管理政治观。

孙中山先生认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西方也有不少学

者认同此观点，但其在社会事务管理中，还重视个人。第

四，“政治是对于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
[1] 这一定义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运用，中国在一定程

度上也赞同此定义。第五，神权政治观。在中国汉朝时期，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

合法性依据，深受统治者的推崇，有利于“大一统”政治

的建立。在西方，以阿奎那为代表，他认为世间一切都是

神安排的，国王和教皇都是上帝的仆人，同样把政治归结

为超自然的力量。

1.2 中国汉朝的神权政治思想

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总是充满一定的神秘色彩。《国

史大纲》曰：“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神教。

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封之尊敬，至于礼拜上帝之仪

节，则由天子执行”。[2] 而所谓的天子就是古代中国常说的

天选之子，即君主。汉武帝时期，由于汉初的黄老之学无

法适应当时朝代治理的需要，汉武帝急需一套合理的理论

支撑大一统专制制度，而董仲舒关于天命的政治思想论证

了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于是，其神权政治思想受到了汉

武帝的重视。

君权天授。“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神学政治思想的主

要内容。《国史大纲》曰：“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体，

而皇帝乃为上帝与人民两者间之中介”。[3] 君主就像一个中

介，其不仅代表天治理国家，还要代表人类与天沟通，从

而使得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

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4] 在天的授予下，

君主有了实权，君主成为世间最高统治者。董仲舒作为新

儒学的代表人，不仅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还能巧妙的将儒学神化，凸显了天的地位，巩固了儒学的

地位，从而为统治者实现了思想文化统一。同时，为了维

护社会等级秩序，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将三纲五

常与天人合一的思想联系起来，使得人们自然且合理地臣

服于君主。

君权制约。虽然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不仅有着至

高无上的权力，也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但是其也不能为所

欲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限制。从“天人感应”的角度

来说，君主要服从于天的命令，以此限制君主的权力。而

祥瑞和灾异是天人感应的体现，若君主有道德，其治理有方，

就会感动上天，国泰民安；若君主无德，荒淫无道，实施

暴政，奴役人民，上天就会降下灾难以示警告。他认为天

人可以互相感应，那么君主和人都要顺天意，为政治服务。

德主刑辅。董仲舒的新儒学仍然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他认为君主必须领悟天意，通过勤政发挥道德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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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主张汉武帝改制，重视教育，兴礼乐教化，教化人

民向善。君主为了实现太平社会，就要施行德政。他提出

的三纲五常可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有利于德治的实施。

当然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其能够抑制人们的情欲，致力

于德治社会的形成。

1.3 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思想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充满神学色彩的时期。《统治史》

中提到：“中世纪教会犹如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社会，所有

人囊括其中”[5]。欧洲中世纪，这一时期商业逐渐发展起来，

城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很多人逐渐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

依附关系，他们开始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使得商品经

济繁荣发展。教会权力过度扩张，导致教会腐败，引起

君主强烈不满，意味着信仰崩溃，基督教文化受到了挑战，

为了维护基督教神学的权威，阿奎那承担起发扬基督教神

学重任。

君权神圣。“教会是获得救赎的唯一办法”。[6] 人类

为了摆脱上帝的惩罚，只能在教会中洗礼自身的罪恶，这

一方式在长时间内使得教会理所应当地控制人类道德。可

见，教会的地位非常高。其中教会和君主的关系是阿奎那

政治思想的关键内容，主要论证教权高于皇权。他认为君

主和教皇的权力都来自上帝授予，但是二者的权力有所差

别，教皇主要是教化人民的精神生活，这是最高目的，而

君主主要是关心人们的世俗生活，这是次要目的，所以教

会高于国家，教权高于君权，君主理应服从教会。

君主制。阿奎那的神学政治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在政体上，他也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思想，将政体分为六类，

在这六种政体中，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君主制不

仅有利于满足国家需要，而且有利于防止暴政，多个人执

政往往发生纠纷，只要君主一个人实行仁政，那么国家会

长治久安。同时，他认为上帝会对君主施政情况进行奖惩，

当君主实行仁政，利用好上帝赋予的权力为民服务，上帝

对其取得的功绩进行奖励，那这不仅能够激发他的爱国爱

民的责任感，也能够让君主有动力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而实行暴政的君主，不仅惹怒了人民，更主要的是他违背

了上帝的旨意，他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君主的权力将会

受到教会的剥夺，这一点又体现教权高于君权。

法主德辅。阿奎那认为，人治不可避免的滥用职权，

导致腐败，为了保证君主良好的治理国家，那么法治必不

可少，法治具有强制性，能够维系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转，

同时，他看到了德治的辅助功能，因为德治可以规范人的

内心，君主在法治的前提下，推行德治，对民众进行道德

教化。

2. 中西神权政治思想异同

2.1 相同点

中西方都对君权进行神化，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

中国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是天赋予的，君主必须服从于

天的旨意，施行仁政，为民造福。西方的阿奎那认为世间

万物都是上帝的产物，世俗社会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

授予，其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因此君权是神圣的，

人们必须尊重君权。同时中西方认为当时社会都存在一定

等级秩序，中国的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

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五常”是相对宽容的等级制度，

西方的阿奎那认为人类天然不平等，根据上帝的安排，自

然界不平等，人类社会不平等，个人之间也不平等，那么

统治和服从都是符合自然的。

中西方都主张君主施行仁政，良好政体的运行离不开

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中国的董仲舒认为在天的基础下，为

了实现太平盛世，君主要以民为主，实施一些关注民生的

政策和举措。西方的阿奎那也主张施行仁政，君主利用上

帝赋予的权力使社会走向幸福。同时，中西方都认为天、

神对于君主治理国家情况都有奖励和惩罚之分。中国的董

仲舒以天人感应的形式来评判君主施政的好坏，当君主施

行仁政，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奖励；当君主施行淫政，上

天就会降下惩罚以示警告。西方的阿奎那认为君主实行正

确的举措，就会得到上帝的嘉奖，若君主施行暴政，荒淫

无度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2.2 不同点

虽然中西方都对君权神化，但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有

所不同。中国董仲舒的君权天授，归根到底是把权力合理

的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加强君主统治。他将君主看作是

国家的核心，其能够将国家治理得风调雨顺，社会秩序稳定，

人民幸福安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大一统的集体主

义观念。而西方的阿奎那神权政治思想核心是上帝高于一

切，一切都服务于上帝，他主张教权高于君权，世俗服从

于教会，实质也是维护神学和教会的地位与利益，相比之下，

君主的地位和利益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同时，中西方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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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有所不同。中国自秦朝灭亡之后，封建制度逐渐消失，

取之而来的是君主专制。中国董仲舒通过君权天授，天人

感应合理地巩固了君权，为大一统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他的观念中，政体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西方地

阿奎那按照政治目的划分政体，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

并对其进行了神化，但是他也认可少数人执行存在可能，

也许会会是一种好政体，具有很大地不确定性。

虽然中西方都主张施行仁政，但是具体实施手段有所

区别。中国董仲舒认为君主施行仁政要以德治为主，以刑

罚为辅；而西方地阿奎那则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限制君

主的私欲，要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以此实现政体良好

运转。同时，中西方认为天、神对君主施政好坏的奖惩力

度不同。中国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认为天能感知到君主

施行政治的好坏，并以此为根据对其进行奖励和惩罚，而

这种奖励和惩罚只能起到激励和警告的作用，不能完全限

制君主的暴政；而西方的阿奎那认为君主政治贤明，上帝

就会用利益和荣耀进行嘉奖，如果君主施行暴政，那么他

的权力将会被教皇完全剥夺，并完全推翻其统治。

3. 结语

通过对比中西方神学政治思想，我们对中西方封建社

会的政治内涵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古

代的迷信和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对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择好的方面为我所用，致力于我国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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