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里士多德：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它成书于公元前326年。全书在对100多

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

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

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

题。

《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

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法治的作用。认为即使是君主国，也

应该依法而治，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的依据在于，不仅凡夫俗子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兽欲，那些

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良之人也难免有激情和冲动，容易因愤懑或者其他感情而失去内心平衡，这往往在执政

的时候引起偏向。而“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它排除了人的兽性的影响。

【导读】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在此还须辨明，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

虑（人治），这总得限止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

力。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

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

或者说，对若干事例，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无法作断，但遇到这些事例，个人的智虑是否一

定能够作出判断，也是未能肯定的。法律训练（教导）执法者根据法意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

所没有周详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

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美备。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衹和

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

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

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衹和理智的体现。



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在我们今日，谁都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作出最适当的判决，可是，这里也

得设置若干职官——例如法官，他们在法律所没有周详的事例上，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就因为法律必难

完备无遗，于是，从这些缺漏的地方着想，引起了这个严重争执的问题：“应该力求一个‘完备的’最好的法

律，还是让那最好的一个人来统治？”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

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参与公

务的全体人们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是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

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手足者，这未免荒谬。

参考来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生辅学读本，吴潜涛，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选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7-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