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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由主义之于俄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俄语中 , “自由主义”和“自由”概念有一个演变过

程。官方自由主义是 18 世纪 60 年代始流行于俄国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传统 ,

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在俄国只是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附属品 ,

俄国自由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具体实践 , 而不是理论创建 , 俄国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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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iberalism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Russia. In Russian , the concepts of ’liberalism’and ’liberty’experienced a pro2

cess of evolution. Since the 1760s , the official liberalism ,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history , had been

a popular political thought and a political tradition in the Russian court and upper ruling class. Liberalism was but an appendage to the power2

ful conservatism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Russia. Russian liberalism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actice rather than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nd

Russia was merely the laboratory of western liberalism ideology a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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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是一个纯粹的西方 (准确地说是西欧)

话语体系中的概念 , 这个概念连同“自由”“民主”“平

等”“人权”一样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

的政治理念和公民文化。按照柏林、哈耶克等现代自由

主义思想家的观点 , 作为政治思潮和政治理念的自由主

义经历了 17、18 世纪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 (也称英格兰

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主义) 发展阶段 , 19 世纪下半叶以

来的近代自由主义 (也称大陆自由主义或积极自由主义)

发展阶段。19 世纪以来 , 自由主义已成世界范围内一种

具有极大影响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之于

身处东欧、受东西方文化多重影响、专制制度统治时间

漫长的俄国来说 , 其特殊意义是不言自明。特别是当代

俄罗斯急剧的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 , 自由主义概念、理

念和思潮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代俄罗斯

历史学家库夫希诺夫 (В. А. Кувшинов) 评价 : “自由

主义思想在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始拥有显著的

地位了 , 对自由主义历史的兴趣并且随之提高了。”[1 ] (p144)

而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开创之作《俄国自由主义史》

的作者列昂托维奇 (В1В1Леонтович) 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就指出 :“尽管俄国自由主义的实质与西方自由主义的

实质是相同的 , 并且它在俄国应该克服极权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警察国家 , 以及促使它垮台 , 但必须明确地提出

一个问题 , 即俄国自由主义不具备这些重要的历史的根

(корень) 。并且从思想上和实践上看 , 一般说来 , 俄国自

由主义倾向于从他者 (другой) 、从外部 (извне) 索取或

采纳。”[2 ] (p13) 如此看来 , 确有必要对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

起源、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变以及俄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做

一简要梳理。

一、关于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自由主义” (либерализм) 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 ,

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 , 还是在俄国学术界 , 以及当代中

国学术界 ; 无论是就其本质内涵 , 还是就其基本处延而

言 , 都是歧义纷争的一个学术概念。俄文的 либерализм

与英文的 liberalism同源于拉丁文 liberalis , 最初的词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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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 (свободомыслие) 和“自由思想的人”

(вольнодумец) , 而 либерал和 liberalist 的词意则较为严

格 , 一般是指议会制、个人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的拥护

者 [3 ] (p1238) 。在中古英语里 , liberty 代表国王与臣属之间特

殊的契约关系 , 即国王赋予臣属的经济或政治特权 (如

领地征税权) , 臣属同时须承担一定义务 (如交纳贡税或

随王出征) 。

自由主义思潮发萌于 17、18 世纪 , 19 世纪开始成为

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潮。政治学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主

义”一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 19 世纪初被首次用

作西班牙自由党的名称 , 表示该党在政治上既不激进也

不保守的折衷态度。1816 年 , 又有英国托利党人在政治

论战中以贬低的口气首次在英语中使用“自由主义”, 随

后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使用 , 后在欧洲、北

美广泛流行使用 , 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代名词。

自由主义 , 同政治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 , 是 19 世纪

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政治学说。而且它不仅是

一种理论 , 一种意识形态 , 而且还是一种制度 , 一种政

治运动或政党旗帜。

自由主义概念之于俄国是典型的舶来品 , liberalism

词汇和自由主义观念进入俄国 , 有一个较长的与俄国本

土文化和语言的交融过程。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

即如何处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他人权利的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 liberalism (俄文 либерализм) 一般与低调的

免于外力压迫的个人权利相连 , 其奋斗目标是“权利”

(right , право) , 也即英国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大师柏林所

言的“消极自由” (negative freedom) , 其方式在于被动索

取 (free from或 free by) ; 而 freedom (俄文 свобода) 则与

高扬的争取社会正义的个人权力相关 , 其奋斗目标是

“权力” (power , власть) , 因此不放弃在特殊情况使用

“暴力”, 也即柏林所言“积极自由” (positive freedom) ,

其方式在于主动争取 (free to) 。

笔者无意过多牵涉自由概念的学理辨析 , 以上所述

是为了理解俄文语境中从“воля”和“вольность”到

“свобода”和“либерализм”的语义转化 , 因为它对于理

解和研究俄国自由主义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 ,

在谈及自由主义和自由时 , 在英文与俄文中可以找到三

对含意基本对应的词 : free 与 вольный (вольность) ; free2
dom与 свобода或 воля; liberalism (liberty) 与 либерализм

(либеральность) 。либерализм与英文的 liberalism、法文的

libéralisme、德文的 liberalismus 同源于拉丁文 liberalis , 并

且在字形和发音上基本相同 , 因此不论 18、19 世纪的俄

国知识阶层 , 还是当代俄国学术界对 либерализм的理解

是比较容易和明了的。① 实际上 , 在 18 —19 世纪 , 普遍

欧化的俄国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一般是直接从法文“自

由主义” (libéralisme) 、德文“自由主义” (liberalismus)

或英文“自由主义” (liberalism) 接受、领会、传播以及

形成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 , 并无“自由”和“自由主义”

概念译为中文时严复所担心的比附与误读。② 如赫尔岑

在《往事与随想》中谈到鞑靼公爵尤苏波夫时直接使用

了法文的自由思想者 (esprits forts) , [4 ] (p1108) 这样的例子在

该书中相当多。

而 free 与 вольный ( вольность) 及 和 freedom 与

свобода或 воля则没有共同的词源 , 只是在词意上基本相

近。воля、вольность和свобода均源于古斯拉夫语 , 早在

19 世纪以前已经广泛在俄国社会中使用。尽管其词意中

均含有“自由”, 但是从古罗斯语中的“自由”到近现代

俄语的“自由”, 乃至近现代政治学和哲学范畴的“自由

主义” (либерализм) , 有一个较复杂和较漫长的过程 , 这

个过程本身直接地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自由”和“自

由主义”的认识过程。

“воля”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 首先这是

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 , 即没有外在和内在的。“воля”是

放纵无度 , 是具有破坏力的力量 , 是俄罗斯辽阔的草原 ,

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 , 还是民间诗歌民谣中的最美好

的世界。后来它还包括了“意志”之意。③ вольность意

为“自由”、“独立自主”, 在古斯拉夫语中意为“特权”

和“优惠”, 即指贵族特权 , 因此俄国统治者和社会人士

最初领会“自由”即是“特权”, 与贵族阶层的特殊权利

相关。这一点与西欧的情况基本相同。列昴托维奇认为 :

“在西欧 , 自由最初是通过贵族的活动而产生的”[2 ] (p13) 。

其形容词为вольный, вольныйгород意为享有特权的自由

市 , вольныйказак意为自由的哥萨克 , вольнаягавань意

为享有特权的港口。вольный也用做名词 , 是指旧俄解放

农奴身份者 , вольная指女性的解放农奴身份者。вольная

还用作旧俄地主释放农奴发给的自由证。

1698 年 1 月至 4 月 , 率领俄国大使团在英国伦敦访问

的彼得一世曾经旁听了英国三级会议的辩论 , 随后他很不

以为然地表示 :“英国式的自由 (англинскаявольность) 在

这里就像豌豆放在墙上一样不是个地方 , 应该了解人民以

及如何管理它。”[3 ] (p1146)
17 世纪中期大牧首尼康 ( 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 在沙皇阿列克谢的支持下按照希腊正教模式推行

了宗教改革 , 引发了大规模的和群众性的分裂派运动。分

裂派分子 (сектанты或 расколы) ———农民、哥萨克和工

商业者为逃避教会和政府的迫害 , 退隐山林 , 建立“半修

道院、半共产主义的组织”,[5 ] (p1287) 宣布为“争取古老的民

族理想‘真理’ (правда) 和‘自由’ (воля) 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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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达里辞典解释 : “赋予人的自主行动、自由 (свобода) 、

举止随意、不受拘束、没有压迫和不情愿。霍米亚科夫所说的

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智慧的创造活动。” ( ДальВ1И1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живого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

但是 либерализм何时进入俄国 , 笔者学力所限 , 尚未查

到文献记载。列昴托维奇、利哈乔夫 ( Д1С1Лихачёв) 等著名学

者也未谈及 , 笔者妄自推断该词进入俄国社会中不会早于 19 世

纪前期 , 因为在 1863 - 1866 年出版的由达里所编《现代大俄罗

斯语详解辞典》 (网络版) 中未见该词及解释。

达里 : 《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 ( Даль

В1И1Толковыйсловарьживого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 网络版中未

见либерализм及解释。在现代俄语辞典 , 如布洛欣主编的《俄国

历史教学参考辞典》中解释为“源于拉丁文 , 意为自由

(свобода) , 政治流派 , 是建立在承认个人的重要的自然权利 (生

命、财产和安全等) 之上的政治世界观 , 它作为所有社会生活的

基本的和稳固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 , 自由主义意味着首先确定

议会制、资产阶级权力和自由的基础 , 确立社会民主和扩大企业

家活动 , 确立私有财产原则和赋予经济市场特点。”(БлохинВ1Ф1
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 учебныйсловарь- справочник1 Брянск, 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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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6 ] (p1207)

沙皇彼得三世于 1762 年颁布的《御赐全俄罗斯贵族

特权和优惠诏书》。叶卡捷琳娜二世于 1785 年颁布《御

赐高尚贵族权利、特权和特惠诏书》。所指“特权”均使

用的是 вольности (自由)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著名

的贵族思想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 ( Н1 М1Карамзин) 的

历史著作中涉及自由时 , 较多使用的是 вольность, 例如 ,

他在谈及罗斯起源时写道 :“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承认瓦良

格王公为自己的国君 , 不过拒绝了对全体人民的统治 ,

但保留了斯拉夫人的日常习惯。俄国所有的古代城市都

叫‘维契’ (вече) , 或者‘人民议会’ (советнародный) ,

在所有的城市里选举千人长 (тысяцкие) 或者是统帅 ,

被选者不是王公而是老百姓。这些共和政体机构不干涉

奥列格、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专制地统治俄国。

⋯⋯这种自由 (вольность) 精神直至拔都汗入侵 , 而且

这种灾难虽然不能一下子消失 , 但被减弱了。因此 , 我

国历史展现了两个真理的新证据 : (1) 国家强大必需强

有力的专制 ; (2) 政治奴隶制与公民自由 (вольность) 无

法并存。”[7 ] (p123)

保罗一世时期加强了对自由内容语言的封杀 , 在被

取消的语词中不仅有“общество” (社会) 、“граждане”

(公民) 、“вольность”, 还有“свобода”, 甚至演员们在遇

到表示自由 (свобода或 вольность) 意义的法语词“Lib2
erte”(自由) 时只能翻译为俄语“позволение” (允许) 。①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 (1801 - 1825 年执政) 于 1803 年颁

布了《自由农民法令》 ( Овольныххлебопашцая) , 规定

如果农民与地主双方协商同意后农民可获解放 , 使用的

也是 вольность。十二月党人 ( Декабристы) 在评价“彼

得大帝在自己的祖国消灭了最后一点自由的标志”时用

的还是 вольность(自由) 。[3 ] (p1140)

以上的例证表明 , 至少直至 19 世纪初 , 无论是统治

者、沙皇政府还是知识阶层在涉及“自由”概念时使用

较多的还是 вольность, 而非 свобода。如赫尔岑和奥加廖

夫 ( Н1П1Огарев) 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初流亡西欧之后 ,

在 1853 年春在伦敦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Вольнаярусскаятипография) , 出版在俄国禁止的书刊 ,

使用的“自由”词汇即是 вольность。这里有两个原因 :

其一 , вольность本意为与贵族身份密切相关的“特权”。

在 19 世纪前 , 无论是谈论自由 , 还是享有自由 , 非贵族

阶层莫属 , 其他阶层根本无法染指。其二 , 法国启蒙运

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风潮尚未偃息 , freedom、liberalism 和

liberty的近现代词意尚未成形 , 俄国自然无从借鉴。其

三 , свобода最初多用于哲学范畴 , 探讨抽象概念的“自

由”, 或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不受限制”意思。这表明

свобода还没有被完全地赋予政治和社会理念 , 理由是 :

第一 , вольность与 свобода的词意尚未完全交换 ; 第二 ,

свобода与 freedom的词意尚未完全对译。

拉吉舍夫 ( А1Н1Радищев) 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

旅行记》中使用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свобода) , “伟

大啊伟大 , 你 , 自由灵 魂 之 建 立 , 本 身 犹 如 是 上

帝”[2 ] (p142)
, 这是笔者在俄文文献中看到的свобода词意最

接近政治和社会自由含意的最早表述。尽管叶卡捷琳娜

二世对《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极其不满 , 认为拉

吉舍夫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但是 , 她也曾在其

他场合谈到“自由” (свобода) , 认为它是“一切之心灵”

( Душався) 。专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囚徒拉吉

舍夫对“自由”的理由竟有如此相似的之处 , 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 [8 ] (p1615) 。

由于 18 世纪下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的作

用、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俄国知识分

子自我意识的加强 , 进入 19 世纪后 , 西方自由民主思想

和自由主义观念越来越多地传播到俄国 , 并且与俄罗斯

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了。包含着政治和社会含义的 свобода

和 либерализм ( Либеральность) 开始出现在思想家的视野

之中。例如 , 赫尔岑在《法意书简 1847 - 1852》中论及

1848 年欧洲革命时就使用了俄文 “自由主义者”

(либерал) 名词。② 至此 , 西欧的自由主义与俄国的自由

主义在概念和理念方面完成了对应和对译。

二、关于官方自由主义

俄国历史学家列昂托维奇认为 :“自由主义思想在俄

国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开始取得意义 ⋯⋯同时 , 她

的改革方案建立在西欧自由主义、首先是孟德斯鸠思想

的原则基础之上的。”[2 ] (p127) 当代俄罗斯学者格舒斯基

(Б1С1Гершунский) 和罗扎斯基 ( Э1Д1Лозанский) 也认

为 : “理解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俄国确立的特点应该从 18

世纪中期着手。”[9 ] (p118) 另一位当代俄罗斯学者格纳久克

(О1Л1Гнатюк) 同样认为 : “俄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保守自

由主义传统起源于 18 世纪 , 迄今为止的研究是不够

的。”[10 ] (pp14 - 5)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 (1762 - 1796 年) 是俄国

专制制度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时期俄国专制制度的强势发展是与叶卡捷琳娜二世

极力张扬的“开明专制” (просвещенныйабсолютизм) 分

不开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改革方案是建立

在西欧自由主义原则、首先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基础之上

的 , 改革不仅顺应了欧洲的政治潮流 , 在客观上促进了

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 , 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在俄国的

浸润 , 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和思潮在俄国的产生。

“开明专制”是 18 世纪风行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潮 ,

这是一股影响颇大的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概

念之上的社会政治思潮 , 是启蒙思想家们与各国君主们

的一次特殊结合。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是“开明

专制”理论的创建者和鼓吹者 , 他们认为专制制度的缺

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 , 势必会造成当权者的专权独断和

扼杀自由 , 而共和制度也不是最好的制度 , 尽管它提倡

自由平等 , 但平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 容易滋生个别人

的政治野心。因此 , 最完善的政治制度是“保存着专制

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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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文为“自由主义者———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反

倒成为最可怕的保守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唯恐失去自由———

我们尚无自由可失” (ГерценА1И1Полноесоби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1
М1 , 19541Т151) 。

这里采用了杨秀杰博士学位论文《俄语“自由”概念

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6 届) 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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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度 , 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制度 , 寄希望于

君主们的开明自识 , 提倡“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 他们

认为“开明专制”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桥

梁。在他们看来 , 启迪专制君主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

因为教育人民要花数百年时间 , 启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 用伏尔泰的话说 ,“在统治者灵

魂中 ⋯⋯来一场革命”才是捷径 [11 ] (p1256) 。由于他们在国

内险恶的处境 , 政治上被迫害、思想上孤立、经济上窘

迫。由于在国内无法出版自己的著作 , 无法通过正常渠

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他们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国外 ,

将希望寄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身上。科塞 (Lewis

Coser) 评价说 :“那些有权势的外国人对他们的重视 , 使

他感到一种满足 , 增强了他的自尊心 , 而在国内 , 这种

自尊心却常常受到严重的挫伤。”[11 ] (p1254) 美国学者盖依

(Peter Gay) 认为 : 这种待遇“使哲学家产生了一些错觉

⋯⋯至少在某些场合 , 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 , 把王室的朋友想象成为努马或利库尔

戈。”[12 ] (p1167) 但是 , 他们在遥远的俄国找到了知音。

俄国自由主义正是在西欧的“自由”、“民主”、“平

等”、“宪政”的概念进入俄国之后 , 才找到自己的理论

本源。在西欧 , 个人自由思想的出现是与贵族阶层的形

成相联系的。国家的政治自由表现为两种形式 , 最初是

贵族自由 , 而后是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西欧自由主义

的根在俄国是不存在的 , 在俄国甚至连教会权力在任何

时候都不被承认为主权拥有者 , 因此从理论上讲 , 俄国

自由主义观念是从外部获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

期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确立起到特别的作用。正所

谓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就产生于君主制自身之

中 , 它客观地促进了俄国社会中进步的国家体制形式和

民主政治成分的增长”[9 ] (p115) 。

首先 , 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既是统治者惯用的灵活

手段 , 又是自由主义的体现 , 在客观上宣告自由主义在

俄国的诞生。针对苏联和西方史学界对叶卡捷琳娜二世

改革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 列昴托维奇表达了不同意见 ,

他认为 :“当然 , 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考虑在俄国限制极

权主义 , 然而不得不承认 , 极权主义是反动的、渐进的

和反自由主义的。相反 , 60 年代发生的由极权君主亚历

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 , 就没有得到以上的评价 , 而是得

到了充分的社会肯定。所有赞同者都认为他的改革正是

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 ,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立法方案本

身没有政治自由的依据 , 以及承认和保障公民权利 , 在

俄国建立了公民制度 , 而且在这方面 , 最突出的是贵族

关系。然而 , 这并没有给我们否定叶卡捷琳娜二世立法

的自由主义特点的权利 , 实际上她的世界观是建立立法

的基础上的。”[2 ] (pp139 - 40)

其次 ,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首开俄国官

方自由主义的传统 , 对于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

远影响 , 实际上为俄国政治现代化推开了一线门缝。

官方自由主义是流行于俄国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内

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传统 , 它主要表现为俄国最高

统治者 ———沙皇以及上层统治阶层的一些人士在某些时

期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传播采取鼓励的态度 ,

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 , 亲自主持

或支持在俄国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专

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 , 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

量”[13 ] (p1352)
, 越是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复杂纷乱 , 沙皇政府

的独立性就越明显 , 就愈加自由地和自主地寻找发展方

向和统治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而且从国家管理手段方面

来看 , 自由主义不仅是抵消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主义的

最好工具 , 而且它还是政治气氛极度紧张背景下的俄国 ,

中下阶层宣泄政治不满 , 表现政治期望的有效渠道。

从历史角度看 , “俄国缺少西欧式的自由主义的根 ,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特别

的作用。”[9 ] (p131) 彼得一世仿效西方 , 大力推行改革。但是

他只引进了西方的声光电化 , 却把英国式议会民主制拒

之门外。彼得一世在政治上的功绩是完成了从等级君主

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历史性过渡 , 但是他未能也不可

能推开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大门 , 他也无法打开俄国官方

自由主义的大门。然而 , 18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所处的内

外环境已非昔比 , 启蒙思想风潮已遍及欧洲 , 法国大革

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状态 , 拉吉舍夫等人在国

内已开始了自由思想的传播 , 俄国专制制度的积弊已现

端倪。叶卡捷琳娜二世自小接受的正统的西式教育 , 早

年的启蒙思想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

制”对她的影响更是巨大的。当 18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

社会发展遇到危机时 , 叶卡捷琳娜二世选择了自由主义

的统治政策 , 选择了“开明专制”, 首开了俄国官方自由

主义的先河。列宁曾经指出 :“实行贵族杜马和贵族制度

的 17 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

等级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 18 世纪的专制

制度 , 而 19 世纪的专制制 度 又 与 这 两 者 大 不 相

同。”[14 ] (p1321) 俄国统治者和上层有识之士继承了官方自由

主义传统 , 19 世纪的亚历山大一世 ———莫尔德维诺夫

———斯佩兰斯基 ( М1 М1Сперанский) ———亚历山大二世

———洛里斯·梅里科夫 ( М1Лорис- Меликов) 改革 , 20

世纪的维特 ———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俄国官方自由主义

传统的体现 , 也是俄国政治现代化的继续。正如时任财

政大臣、主持了一系列财政和经济改革的维特伯爵给沙

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所言 :“建立自己的工业 , 这不仅

仅是经济任务 , 而且是政治任务。”[15 ] (p177) 因此 , 在俄国

现代化初期 , 专制政府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 也决定了

俄国早期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 是在保存和维

持现存制度 ———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但是值得

一提的是 , 官方自由主义首先是上层统治阶级对时局的

一种认识 , 其次是一种统治手段 , 它主要体现在统治政

策的调整和实施方面 , 因此俄国官方自由主义基本上只

有实践 , 没有理论。换一句话说 ,“自由”、“民主”、“平

等”、“宪政”只是他们实施统治的参照物 , 而不是官方

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 俄国自由主义已经起源 ,

并且从源头就分为两条重要线索 , 除官方自由主义线索

之外 , 更重要的一条线索即是民间 ———知识分子自由主

义。即自由主义思想随着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和群体形

成 , 逐渐摆脱与沙皇政府和官方自由主义的暧昧关系 ,

—39—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转化为独立的社会政治思潮 , 其基本线索是 : 拉吉舍

夫 ① ———“十二月党人”———“西方派”———“合法马

克思主义者”———地方自治运动 ———立宪民主党 ———

“路标派”———“路标转换派”为代表。

三、关于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

无论是探讨俄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概念 , 还

是研究俄国政治史上的“自由主义”运动 , 都应该到俄

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中寻找答案。

第一 , 俄国在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上均处欧亚文化

交汇带上 , 使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混同兼备的特

色。即使是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率众皈

依的希腊正教 , 可谓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最具“西方性”

的亮点 , 但是它仍然是通过颇具东方特色、采取神权专

制制度的拜占廷“辗转”而得的。

第二 , 俄国虽为欧洲国家 , 但从未经历过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 , 也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和

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冲击 , 使包括自由主义观念的“现

代性”因素无法自内而外、自下而上有机生成 , 反而造

成“传统性”因素的经年累积和滞后影响。

第三 , 由于“制度性”和“传统性”因素的制约 ,

使得外来的“自由”思想在俄国的传播颇费周折。叶卡

捷琳娜二世 ———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二世妄想把

“开明”与“专制”联姻的无功而返 , 洛里斯·梅里科夫

———维特 ———斯托雷平试图借“自由”之力平息革命威

胁企图的损翎折羽 , 卡维林 ( К1Д1Кавелин) ———齐契

林 ( Б1Н1Чичерин) ———斯徒卢威 ( П1Б1Струве) ———

米 留 科 夫 ( П1Н1 Милюков) ———克 伦 斯 基

(А1Ф1Керенский) 等人孜孜以求的宪政梦想的悲惨破灭 ,

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 , 由于面临强势的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

同时挤压 , 自由主义思想和理想在俄国只能是势力强大

的保守主义和在一些时期气势张狂的政治激进主义的附

属品。由于生存环境和奋斗目标所限 , 自由主义不得不

在较长时间里 , 与保守主义乃至专制主义为伍 , 将变革

的愿望托付于沙皇政府 , 因此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最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青睐和神往 , 斯徒卢威所坚持的“保

守的自由主义”在俄国占据优势。原因在于 , 俄国自由

主义的演进始终存在着官方自由主义和民间 ———知识分

子主义的两条线索 , 主观认识上的模糊和因时因事的压

力 , 使两者经常合二为一。但是在某些特殊时期 , 自由

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者又常常忘记身份 , 短时期与对旧

的传统和体制有更大的破坏力的政治激进主义为伍 , 将

热切的希望寄托于极端甚至革命方式之上 , 使之经常性

地出现政治理念上的错位。正如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弗兰科 (С1Л1Франк) 在十月革命后所反思的 :

“我们的自由主义政党软弱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在精神方

面 : 他们缺乏独立的积极的社会性的世界观 , 这也是他

们所不能够 (具备) 的 , 因此点燃了形成每一个有势力

的政党的魅力的政治激情。”[16 ] (p1488)

第五 , 与自由主义的发源地 ———西欧相比 , 俄国自

由主义 , 无论是官方的 , 还是民间 ———知识分子的 , 它

主要关注的是具体实践 , 而不是理论创建 , 俄国仅仅是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实验室。因此 , 这里就有了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模式与俄国本土文化缺乏兼容性问

题。“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 , 小的和中等所

有者阶层 (或者是中产阶级) 在西方国家人数众多并且

构成了自由主义强大的基础 , 而在俄国这些阶层却是细

小的和微弱的。至于说到大资产阶级和大所有者 , 他们

由于依附于强大的专制国家 , 基本上倾向于保守 , 因而

不赞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追求。”[3 ] (p1242)

因此就出现一种特殊的情景 , 在俄国 , 自上而下的自由

主义改革一般是成功的 , 而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革新大

都是失败的。原因在于 , 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领

导者、目标规划者都是知识分子 , 而知识分子偏重自己

的理想和浪漫色彩 , 过分宣扬全人类利益和价值 , 而轻

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的实践。从另一方面看 , 持革命主

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的布尔什维克恰恰认识到并且避免了

这一缺陷 , 将西方文明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 与俄国国

情的结合 , 才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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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别尔嘉耶夫则认为 ,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始祖。他所看重的主要不是国家利益 , 而是人民的利

益” (参见别尔嘉耶夫著 , 雷永生等译 :《俄罗斯思想》,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第 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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