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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拉西”与“德谟克拉东”

王绍光

东西方的“民主”意涵

 

“民主”一词在中文里出现，比西文里出现“democracy”要来得更早些。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尚书》中。《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

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的汇编，主要记载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

国的言论。《尚书·周书·多方》中，“民主”一词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

主”“……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其含义分别为“上天于是寻求可以做

人民君主的人”“……代替夏桀做了君主”“让他继续做万民之君主”。[1] 这

里“民主”的含义是，“民之主宰者”，[2] 可简称为“民之主”。民的最高主

宰者当然是君王。《昭明文选》收录东汉班固的《典引》一文中提到“肇命民

主，五德初始”。对此，蔡邕加注“民主，天子也”。[3] 不过，“民之主宰者”

也包括各级官吏。因此，《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中有“仆为民主，当以

法率下”的说法。[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民主”话语中，并不是所有占据大位的人

都具备担任“民之主宰者”的资格。例如，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与商代最后一

位君主纣就不够格，“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而要想成为“民之主宰者”，必须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

尔也”。据此，孟子断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

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5] 换句话说，“民主”指的

是施仁政、得民心的“民之主宰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上顺天命、下

应人心”的“革命”就名正言顺了。[6]“民之主”本身就蕴含着“革命”精神！

西文中，“Democracy”（音译“德谟克拉西”）这个词最早见于古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距今约 2500 年。作为西方史学的奠基人，

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其著作被誉为“西方历史学的拓荒之作”。

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 意指“人民”，cracy 意指“权威”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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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民为主”，也就是由人民自己执掌权力、治

理国家。[7]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听闻“人民”二字就把它想象为所有自然人或

所有成年人，当时希腊城邦的“人民”只包括男人，而且是男人中的极少数（不

包括奴隶、外邦人等）。那时的“民主”只是一小撮人的“民为主”。在西方，

“人民”涵盖所有人或所有成年人要等到 20 世纪以后。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是在与其他政体进行对比的语境中讨论“民

主”的。他以掌握城邦国家最高权力之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对古希腊城邦政治

制度进行了划分 , 帝王一人独握大权的为“君主制”，少数贵族掌权的为“寡

头制”，相当数量平民掌权的为“民主制”。在希罗多德看来，平等是民主的

最重要特征，也是优良政府的基础。在民主制度下，正是因为“人民”在理论

上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没有人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为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

下来，我称之为“政体思维”。从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西塞罗、阿奎那，到马基雅弗利、博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

斯鸠、卢梭，一直到现当代的詹宁斯、拉斯基、亨廷顿，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

治研究的基础。[8] 政体分析看似简单，但简单的分析框架遇到复杂的现实世界

就可能不知所措了。中国到底属于哪种政体？在很长时间里，即使是惯于进行

政体思维的西方人也说不清、道不明。

 

如何判断中国政体

 

1582 年（明万历十年），来自教宗国（今意大利的一部分）的传教士利

玛窦到达澳门，后旅居广州、肇庆、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昌、南京，最后

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为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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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北京，直到 1610 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在华长达 28 年。他是第一

个不仅有切身经历，而且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

者。他去世 5 年后，《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轰动一时，很快出现

涵盖多种语言的 16 个版本。该书的第六章专论“中国的政府机构”，其第一

段就亮出政体分析框架：“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

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

字都没有听说过。”利玛窦这句话说得没错，直到三百年后，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还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

未尚有也。”[9] 

不过，熟知中国政府运作方式的利玛窦很快对如何判断中国政体性质陷入

了困惑：“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

度上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

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

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不仅如此，利玛窦还特别注意到中国“与

西方一大差别”：“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10] 其实，他所谓“哲

学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士大夫”，而产生“士大夫”的科举制度不论门第，

具有平等精神，与当时封建的欧洲迥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称之为民

主政体，也未尝不可。[11]

《 利 玛 窦 中 国 札 记》 初 版 40 年 后， 荷 兰 人 约 翰· 尼 霍 夫（Johan 

Nieuhof）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作者曾于 1655~1657 年间从广州旅

行到北京，拜见过亲政不久的清朝顺治皇帝。该书第一章“中国政府及其主要

利玛窦以当时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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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第一段话是，“我们欧洲的国家主义者，以及其他大多数了解科学和

文学的人，都熟知三种政体：君主制，即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贵族制，即贵

族把握权力；民主制，即众人呼风唤雨”。而“中国的王国或帝国从古至今，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都是由一个人来治理，最高权力始终在君主手中；贵族

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但几页之后，尼霍夫补

充了一段几乎与利玛窦一模一样的话：“虽然我一开始说，这个王国或帝国的

政府是一人之治，但是……这个政府与贵族制也有相似之处，因为虽然官员们

得出的结论、做出的决定，必须在事后请求皇帝的恩准，但是，皇帝本人做不

成任何事，除非内阁寻求他这么做”，[12] 听起来与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十

分相像。

比利玛窦、尼霍夫更有名的是孟德斯鸠，他同样使用政体分析框架，但

其政体分类与此前西方哲人不同，包括共和政体（再分为贵族政体与民主政

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说到中国，孟德斯鸠首先断定它是专制政体，

但说着说着就把中国看做了一个例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我们不

时可以看到这样混乱的句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

体相同”，“中国的政体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宽和政体出

现的地方“主要有三类：中国美丽的浙江省和江南省、埃及和荷兰”。孟德

斯鸠最后得出了一个看似怪异的结论：“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

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

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

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

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

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

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13] 这听起来真有点让人不知所云。

 

民主的中国形式

 

总之，这几位生活在 16~18 世纪的欧洲人看中国传统政体，都有点左看

右看、琢磨不透的感觉。他们的共同点是，感觉用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来指称

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些更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西方人，或接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甚至认为，中国传

统政治实际上应被归入“民主”之列。

1882 年，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其

著作《中国历史》中提到中国官府里“惯有的民主习惯”。[14]1889 年，美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中报道了一位长住厦门、“一直试图了解中国权力性质的传教士”的看法：“中

国人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践行着民主”，“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皇

帝和百官并非无所顾忌的独裁者，他们反倒是对有效的公众舆论怀着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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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敬畏感”；“当士人或一般民众认为其统治者有压迫行为，或正在征收

非法税款时，他们有权进行抵制”。这位传教士还列举了一长串“民主的证据”。

例如，“就对上级的关系而言，广东的长老和福建的族长都是本地区人民的

代表。即使皇帝也只是‘万民之父’，他不能违反既定法规，也不能任意改

动法规”。[15]

1898 年，日本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在其著作《支那化成论》中这样形容

清朝的皇权：“所谓帝皇者，名为专制君主，而其实则非，彼之不能行其权也，

与立宪之君主，共和之总统，亦复何择？盖帝皇高拱九重，不过日俟大臣所奏，

而为之判决可否而已。如发号施令，权固在君，而行之不力，帝亦无可如何者

也。且军国大事，不得不与内阁及军机处相商，是亦以官制要君已也。……由

是言之，支那之国体，将谓之君主政体乎，则有民主之制存焉，谓之共和政体

乎，则疆臣黜涉，唯帝皇之爱憎是从，求之泰西政体，又未见其所当也。”[16]

1900 年，《 教 务 杂 志》 刊 载 了 英 国 传 教 士 梅 殿 华（C. Spurgeon 

Medhurst）的一篇文章，他调侃“那些意图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思想的人”，

建议他们查阅一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编著的《汉英词典》（1892

年版）中与“民”相关的词句，[17] 这些词句包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可近，不可下”“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民之力必伤，尽马之力必蹶”“车无轮安处，国

无民谁与”。梅殿华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中国文化本身对“民”已足够重视，

实在无须外人指手画脚。[18]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已在东西洋流亡 13 年的梁启超发表

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其中提到上引来自欧美和日本的看法。

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二千年的历史确实是“专制政体”的历史，另一方面，他

指出，“我国虽云专制政体，然其政治之精神有与欧洲古昔之专制政体迥异也

者”。下面的引文有点长，但在这几句话中，梁启超清楚地说明了中文里的“民

之主”与西文中的“民为主”有什么样的暗合之处。

 

“欧洲前此之言君权者，谓君主之地位，乃生而受之于天，君主与皇族所

以不可侵犯者；以此族本来为一特别之阶级，天生之使为治人者，而与彼被治

者绝非同类也”；“我国不然，我国虽亦言君权为天所授，然与彼大异者。

彼言天常私于一姓，我则言天道无亲惟德是辅，是故尧之命舜、舜之命禹”。

“所谓天者，常为抽象的而漠乎不可见也。于是乎有具体的方面以表示之，

则民意是也。故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

明威，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种大义，若悉征

引，又累千牍而不能尽。合此两义，而得一结论焉，曰：天以专制权授诸君，

而所授者恒必为人民所愿戴者也。是故由欧洲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则诚

有如法王路易所谓‘朕即国家’；由中国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乃实有如

普王腓力特列所谓‘朕乃国民公仆’也。夫君主既为国民公仆，其有不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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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滥用其职权以痡毒于民者，民固得起而责之；责之不改，固得从而废

置之。故《书》曰：‘用顾畏于民岩。’《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是故人民选择其所好者然后戴之以为君，其所恶者则废黜之，甚且诛戮之，

在我国认此为伦理上之一大原则，认此为人民正当之权利。此非吾牵合虚造

之言，试一翻六经诸子，凡言论之涉于政治者，岂非以此大义一贯乎其间也

哉！故欧美日本人常称我为‘民主的君主国体’，此其命名虽似诡异，然实

甚有见于其真也。”[19]

 

也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的同门陈焕章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政治学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20] 他是既具有进士出身又获得

国外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可谓学贯中西。[21] 

像梁启超的文章一样，陈焕章在论文中也引用了《易》与孟子同样的话，

并接着说，“从孔子纪年 343 至 350 年（公元前 209 ～前 202 年） ，中国

发生了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与法国在孔子纪年 2341 年（公元 1790 年）所

爆发的革命一样伟大。在这场革命后，民众开始统治国家，因此，尽管中国自

这场革命后在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但中国已经进入了民

主政治时期。历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中说‘天子者，爵称也’。的确，除

了目前真正的宪政国家而外，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22] 

随后，在“政府通则”一节中，陈焕章专门谈到“帝国的民主”：“根据

孔子的构想，政府在形式上采用君主制，但在基本原则上却是民主的。”陈焕

“人民选择其所好者然后戴之以为君……此为人民正当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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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还拿孔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体与美国政体进行了比较：在中国，“人人都

有成为宰相的机会。在中国，‘布衣宰相’‘白屋公卿’已经成为流行的术语。

‘布衣’与‘白屋’说明宰相、公卿们曾经的穷困环境。在这点上，中国的确

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甚至在美国，在这样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里，

使一个人拥有选举性的公职，无论该职务多高多低，也存在相当难度，除非他

是两大党派中某一党派的活跃成员，才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这意味着许多贤

能的人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进而存在使人失去个性的趋势，并阻止人们获得为

公众服务展示他们政治能力的机会。尽管共和制是美国的政体形式，但在这点

上也具有非常专横的一面，或者至少有些专制”[23] 。

在论文的结尾，陈焕章概括了六项中国可以引以为傲的优势。第六条是，

“中国的政府体系是稳健的、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与持久的，在现代政府出现

之前，中国的政府体系是存在如此长时期的最好政府类型”。

几年后，陈焕章在《孔教经世法》一书中再次自豪地宣称，“中国者，以

君主之形式，而行民主之精神者也”[24]，并解释道，“孔子主张民权最力，其

政治之形式虽为君主，而其政治之精神实为民主”。在该书第十卷《君民》中，

陈焕章开篇便说，“凡天下国家之主权，在民不在君。君也者，不过民之代表，

而任其治理之责者耳。此其义，孟子发之最明”。

接下来，陈焕章大段引用《孟子·万章》：“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

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

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

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

在中国，“人人都有成为宰相的机会”（图为明仇英《观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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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宰相’‘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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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既不言，又不可得而见之，

那么天如何“以行与事示之”？孟子引《太誓》答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

自我民听。”通过这段长长的引文，陈焕章试图证明，在中国，主权“其名在

天，而其实在民”。[25]

 

“德谟克拉东”

 

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家林砺儒将上述观点概括为“德谟克拉东”，以

区别于西洋的“德谟克拉西”，因为“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未尝反民主或不民主，

只不过是民主之另一方式”。[26] 在 1938 年出版的《民国政府》（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一书中，孙中山的教子、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林白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传统中国，“执

政集团是学者型官僚机构，但其成员资格不是世袭的。士人官员是通过科举考

试招聘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民主社会。社会上的每个孩子理论上都有

机会成为宰相。”[27]

1942 年 2 月，在成都“中英中美文化协会”讲演时，历史学家、儒学学

者钱穆也提出了自己的“德谟克拉东”观。他明确告诉台下的西洋观众，“西

人所谓德谟克拉西，其义亦不过谓‘多数’人之政治而已。而所谓多数者，

其先则实限于中层阶级，虽至今而犹然。若曰‘全民’政治，则近代西方，

虽若英美，去之尚远。中国秦、汉、唐、宋以来之‘士治’，即中层阶级之

政治，亦即多数政治。不过此土中层阶级，不凭借资产与富力，而一视其道

德与文艺。此与西国之所谓民治，乃貌异实同。亦可谓各有短长”。他进一

步告诉来自西方的观众，中国史每页里都透露着民主精神。“西周时代，下

及春秋，早已有一种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散见于群经诸子……到郡县制度

之新一统时代，即秦汉时代，而中国人之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乃次第实现而

具体化、制度化，成为一种确定的政治标准”。因此，中国传统政体“既非

君主专制，又非贵族专制，亦非军人政府，同时亦非阶级（或资产阶级或无

产阶级）专政……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辩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

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28] 

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开始构思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

在这本最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出版的书中，梁漱溟两次提到“德谟克

拉东”。在他看来，“在近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

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所以只可

说彼此表见不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

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29]。

1840 年，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虽然仍有上述个

别西洋人与中国人将传统中国看做“德谟克拉东”，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不

中国传统政

体“ 既 非 君 主 专

制， 又 非 贵 族 专

制， 亦 非 军 人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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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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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ohan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John Macock, 1671, pp. 149~156. 

[13] 以上引文均来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14]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History of China: Being the Historical Chapters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2, p. 298. 

[15] “Is China Democratic?”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0, 1889, pp. 371~373. 

[16] 立作太郎解说：《支那化成论》，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 1898 年版，第 8~9 页。中文译文来

自立法学士解说：《支那化成论》，载《译书汇编》1901 年第 5 期。 

[17] C. Spurgeon Medhurst,“The Tao Teh King. An Analysis. II,”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1, 1900, p. 26. 梅殿华是老子《道德经》英文版的译者，曾于民国初年复旦大学哲学部教授，参

加过孔教运动。 

[18] Herbert Allen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Shanghai, 1912, pp. 

980~981. 翟理斯是剑桥大学第二位汉语教授（前一位是威妥玛），他修改了威妥玛建立的汉语

罗马化体系，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威妥玛拼音。 

[19]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91~2392 页。 

[20] 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11. 

[21] 陈焕章天资聪颖，11岁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中秀才，为同科最年幼的中试者；

15 岁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同门；24 岁考中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科三

甲第 131 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26 岁奉派留美，31 岁获博士学位，是中国既具有进士出身又

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毕业当年博士论文在纽约与伦敦同时出版，次年凯恩斯写书评，

称它“融学问与情趣为一体”；熊彼得在《经济分析史》中强调了该书的重要性，并指出在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中存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先行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此书列为

重要参考文献。见邸永君：《晚清进士留美博士陈焕章》，载《海内与海外》2017 年第 8 期；陈

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2 页。 

[22] [23]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40 页；第 50~59 页。 

[24] [25] 陈焕章：《孔教经世法》，上海书店 2016 年版，第 5 页；第 108~112 页。 

[26] [2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2 页；第 151 页。 

[27] Paul M. A. Linebarger, 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McGraw-Hill Books, 1938, p. 5. 

[28] 钱穆：《中国民主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第 107~120 页。  

管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政治，如何理解“民主”二字，绝大多数人逐渐意识

到，晚清的体制与欧美各国大相径庭，且并非“民主”。当然，达到这个认

识程度，首先需要对国外的政治体制有所了解，然而，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

办到的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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