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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德国社会学的 两 位 奠 基 人，滕 尼 斯 和 齐 美 尔 奠 定 了 截 然 相 反 的

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 理 世 界 观 的 分 流 源 于 他 们 各 自 对 时 代 处 境 的 体

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 社 会 伦 理

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 序 与 风 尚，一 切 价 值 最 终 都 要 融 入 社 会；与 此 相

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 一 开 始 就 以 对 社 会 伦 理 的 批 评 作 为 前 提，他 将 超

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 的 目 的，对 他 来 说，生 命 不 仅 意 味 着 身 处 社 会 之

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 且 从 自 身 孕 育 出 客 观 的、适 用 于 他 自 己 的 伦 理 责

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 国 社 会 伦 理 同 文 化 伦 理 的 分 流、交 织 与 合 流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关键词：滕尼斯　齐美尔　社会伦理　文化伦理　共同体　生命

Ｔｎ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ｍｅｌ：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ｚｈ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ｗｏ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Ｔｈｅｉｒ

ｄｉｖ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ｔｅｍ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ｎｎ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ｓ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ｖｅ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ｍｕｓ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ａ　ｎｅｗ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ｙ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４１２·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9.02.009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ｉｍｍｅｌ’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Ｉ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ｏ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Ｔｈｅ　ｈｅａｄ－ｏ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ｎ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ｍｅｌ　ｂｅｇ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　ｍｏｒａｌ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ｓｃ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Ｋａｎｔ’ｓ

ｅｔｈｉｃｓ．Ｔｎｎ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ｅｔｈｉｃｓ，ｆｏｒ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ｉｍｍｅｌ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Ｋａｎｔ　ｈａｄ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ａ　ｐ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ｔｈｅｒ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　ｈｅ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ｙｓ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Ｔｎｎ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ｗ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ｈｕ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ｌｉｆｅ．Ｓｉｍｍｅｌ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ｆ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ｈｉｓ　ｆｕｌ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ｉ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ｍａ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ｉｎ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ｎｎｉｅｓ，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ｆｅ

一、引言

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里，卡尔·洛维特用“分裂”一词深刻概

括了１９世纪德国思想运动的特征（洛维特，２００６：３７－３８）。仔细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 发 现 三 波 渐 进 的 潮 流。第 一 波 浪 潮 以１８３０年“七 月 革

命”为标志，它促成 老 德 意 志 传 统、法 国 大 革 命 以 来 的 德 意 志“理 想 主

义”（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的双重破灭。在工业、资本、民主口号、群众运动这些

现实力量面前，德意志各邦的神圣王权和等级制光辉逐渐暗淡，由黑格

尔和歌德为１９世纪初的理想“新市民”打造的整全理念王国与自然王

国也迅速坍塌，他们的信徒不堪一击，要么退化成只相信外部物质利益

的唯物主义者，要么沦落为贩卖个人内在体验的存在主义者，皆同“全

人”的理想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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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短短的十余 年 间，分 裂 感 迅 速 席 卷 德 意 志 大 地 的 每 个 角 落。

１８４８年革命刮起了第二波分裂浪潮，这次是民族国家同作为它的“黑

暗质料”的社会分离（马克思，１９６３：１９）。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热情越空

前高涨，普鲁士的权势和武功越震撼着整个欧洲大陆，家庭与市民社会

就越破败，病态如影子一般与辉煌相随，社会在撕裂，庄园与城市在割

离，狭隘的容克地主和大资产者为了眼前利益置民族长远利益于不顾。
作为来自底层的回应，无产者的意志也在觉醒和集结，从此走上漫漫的

抗争之路。
社会的分裂 推 动 了 第 三 波 分 裂 潮 流———文 化 或 伦 理 的 分 裂。１９

世纪初的德意志学人在文化民族同政治民族、普世主义同民族主义之

间艰难统一的 努 力（勒 佩 尼 斯，２０１０：４－１１；梅 内 克，２００７）如 今 归 于 瓦

解，小到学院派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争，大到关乎帝国法权秩序的

罗马道路与日耳曼道路的对立，直至世界历史图景里的现代进步主义

观念与古老神秘主义信仰的冲突、澄明天空和混沌大地的对峙，无一不

是分裂的真实表现。
当尼采在炮火隆隆的普法战场看到德国人高歌猛进，内心升腾起

的却是对“德意志性”的厌恶感，他已经如先知一样预见到：看似伟大时

代的帷幕背后，人不得不去面对生活的整体意义越来越稀薄的命运，不
得不站立在虚无的颓废者的深渊当中。暂且不论尼采重返古希腊悲剧

精神之道，他在此提出了真正切中时代命脉的问题：在当下的处境中，
什么才是具有生命的整体意义的生活？我们又如何去过这样的生活？

１．凯斯勒（Ｋｓｌｅｒ，１９８４：９－３１，１２０－１９７）的经典研究曾总结了德国社会学史叙事的几种范式，
包括“经典家的历史”、“学派的历史”、“观念的历史”、“科学的历史”、“氛围的历史”等，聚焦的

无非是知识和知识人的活动及其氛围。

正在诞生的德国社会学家群体既深切地体验到了时代的痛点，又

志在担当重塑整全人性和伦理的使命。米兹曼（Ｍ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７３）紧紧

抓住“疏离”（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这一尼采式的处境，指 出 社 会 学 家 们 有 意

识 地 游 离 于 帝 制 德 国 的 正 统 意 识 形 态 和 学 术 体 制 之 外；林 格 尔

（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６９：１６２－１６３）进一步从建设性的视角出发，指出德国社会学

家形成了一个超乎保守和激进态度的“士大夫”团体，他们以科学的眼

光正视且应对现代社会条件。无论后来的研究如何推进了对这一新科

学范式１的理解，问 题 的 核 心 仍 然 是 知 识 的 价 值 指 向 或 其 中 的 伦 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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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雅斯贝尔斯借着对韦伯思想的解读敏锐地看到，韦伯所代表的德

国社会学就其本质而言乃生存哲学，它从认识自我的意义出发，直到用

世界文明的视野和容纳百川的胸怀“照亮”整个时代（雅思培，１９９２：３－
６），实现自我人格的整全。

２．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社会伦理”中的社会（ｓｏｚｉａｌ）一 词，有 别 于 专 指 与 共 同 体 相 对 的“社 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滕尼斯区别了ｓｏｚｉａｌ和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用法，前者包含的范围更广 泛，指 人 和

人之间一切肯定性的相互联系，囊括了共同体和社会，而后者限定在现代自由个 体 的 理 性 结

合。“社会伦理”即在社会之上的共同体的伦理秩序。

３．多少能够证实这一差异的是，尽管滕尼斯在１８９２年加入了“德国文化伦理学会”，但是他坚

持想将学会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伦理学会”（卡斯滕斯，２０１０：１３９），而齐美尔则在 其 文 本 里 多

次流露对“社会伦理”的反感，早年的《道德科学导论》攻击的靶子就是康德的伦理学及其必然

导致的“社会伦理”的后果。

要真正理解德国社会学的伦理使命，我们就需要返回奠定其原初

格局的两位创始者———滕尼斯和齐美尔的思想世界。有生之年，尽管

两人惺惺相惜，共同担负起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责任，但彼此又不乏火药

味十足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分道而行。在滕尼斯看来，齐美尔“太都市

化”、太分析化而缺少综合的精神（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６１：２９０；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６５：

５０－５２）；在齐美尔的眼中，滕尼斯受社会主义民主信念影响太深，错失

了对个体人格的独立的深刻洞见（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２：１５１）。他们的差异既

体现在思想风格（综合／分析；内容／形式）方面，也体现在人格气质（友

爱／超逸）方面，不过，最根本的差异莫过于他们以截然相对的方式开辟

了两条通向人格整全的道路：滕尼斯认为整全的最终承载者是共同体

生活，而齐美尔则要在社会或共同体之上，寻找超越性的文化和生命的

价值，认为只有个体才是这一价值的真正担当者。可以说，两人的社会

学展开了两种相对的伦理方案———社会伦理（ｓｏｚｉａｌｅ　Ｅｔｈｉｋ）２与文化伦

理（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Ｅｔｈｉｋ）。３

社会学并非同传统断裂，而是继承。滕尼斯和齐美尔的对立，首先

意味着返回德国理想主义视野的两条脉络：滕尼斯是黑格尔式的，齐美

尔是歌德式的；前者追求个体通过教化融入整体，后者则从个性的丰富

与提升中抓紧自身的命运之弦。他们将德国文化的命脉传递给社会学

这门学科，深刻影响了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社会学家。在韦伯、特洛尔奇、
桑巴特等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整体价值同个体

价值的并行与冲突，也能看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化解矛盾，扩展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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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量。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

与合流构成了德国社会学史的一条清晰主线，由滕尼斯和齐美尔的伦理

世界观的比较出发，我们可以把握通达德国社会学的探照灯。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滕尼斯和齐美尔置于彼此对话的背景之中，

从明确的文本线索详细展开两人之间的交锋。这场持续彼此终生的交

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首先系统

地勾勒了他的社会伦理观，而齐美尔随后在《论社会分化》中针锋相对

地提出基于个体视角的社会学方法论；在第二个阶段，齐美尔借批评滕

尼斯的《尼采崇拜》，明确地指明他同滕尼斯的伦理观的差异；到第三阶

段，通过《道德科学导论》一书对社会伦理之形而上学基础的反思，齐美

尔逐渐形成了他未来集大成的个体法则和文化伦理的思想。

二、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伦理”

正像邦德（Ｂｏｎｄ，１９９１：３３８）注意到的，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社会

学基础的过程皆根植于他们的思想史研究，其中不乏相交的知识脉络，
包括康德、叔本华、马克思、斯宾塞和尼采等名家的学术遗产，但他们对

思想史的解读方向不仅背道而驰，而且最终开辟了各自独特的思想道路。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滕尼斯的学术生涯从霍布斯研究开始，尤其致

力于循着自然法学说的脉络，探讨社会规范的基础。这一选择同他对

现实政治社会的关注息息相关。经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初的繁荣过后，
经济泡沫和“文化斗争”的失败将新生的帝国暴露在危机面前，面对国

内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的干预以及来自外部经济、宗教和外交等多

方面压力，帝国明确向保守派和封建势力倾斜，从帝国议会到各邦议会

掀起了清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运动，其集中表现就是俾斯麦

政府在１８７８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由此导致社会的严重撕裂和阶

级间的紧张冲突，客观上宣告“讲坛社会主义”通过帝国调控封建庄园

制和城市工厂制政策的失败（张巍卓，２０１６）。
危若累卵的局势需要新的社会学说来应对。滕尼斯的霍布斯研究

根本上源于对帝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反思。首先，这样一个由君主或政

治家个人意志（Ｗｉｌｌｋüｒ）专断的国 家 是 否 具 备 现 代 政 治 的 合 法 性？在

他看来，这就需要回溯霍布斯以来的近代自然法学说传统，以此作为判

断标准，因为自然法所宣扬的个体天赋自然权利以及政治体源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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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创制的原则乃是近代欧洲政治的根本趋势。德国不应当、也不能

够在政治体制上固步自封，将自己弃绝于欧洲之外。
当然，滕尼斯并非仅着眼于对德国政体做一个粗率的判断，而是充

分尊重近百年来国族历史进程中的精神特征。如果诉诸１８４８年以来

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并不缺少公民自由甚至激进革命的一面，
它同保守专制的一面共存（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ＸＸＶＩ），尤其在帝国建立与

宪政的制订过程中，自由主义政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市民社会也

在公民普选制和日渐完善的福利制度环境里逐渐发育成熟。如果未来

要使政治社会不受某个政治家主观任意的操纵，不因一时一势的改变

而动摇根基，那么培育坚实的社会团体和作为其政治意志体现的政党

就必不可少。
从这一点来说，滕尼斯的眼光又不局限于霍布斯的学说本身，而是

充分观照它同欧洲思想史和现实历史共同演进的步伐。一方面，霍布

斯自然法的政治服从国家、资产者和社会团体自由经营的思想打开了

现代自由主义的大门，此后，这条主线一直贯穿了１８世纪的政治经济

学，直 至 １９ 世 纪 的 功 利 主 义 和 社 会 学（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５：２６７－２７０；

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ＸＸＶＩＩＩ）；另一方面，思想 史 的 演 变 同 现 代 政 治 治 理 的

社会转向交相辉映，１８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
政治的日常运作愈 来 愈 以 国 家 机 体 的 需 要 和 诸 阶 级 利 益 的 平 衡 为 前

提，政党和社会团体立足的民情基础变为政治社会的核心问题，国家财

富的合理分配、资产者的道德教养、劳动者生存的物质保障及其劳动教

育、公共舆论的调控等，都构成了现代伦理生活的实质内容。因此，滕

尼斯（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ＸＸＩＸ）肯 定 了 从 霍 布 斯 到 孔 德—斯 宾 塞 的 政 治

社会的思想脉络，社会理论的要旨在于把握社会的必然历史法则，呈现

“好”的伦理图景。
滕尼斯在德国语境里对霍布斯的发现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

在他的笔下，霍布斯的自然哲学和意志论心理学彰显了现代个体的激

情及其战争状态的后果，政治哲学则提供了个体以理性克服激情、制定

并遵循国家法律的规范标准。从战争状态到政治状态、从乱到治的转

变过程中，滕尼斯并不满足于霍布斯诉诸个体消极的畏死激情以及形

式化的自然法规则，受基尔克等日耳曼法学家的启发，他试图将民族的

历史传统融入其中，从积极性的一面探索自然法的质料意涵，由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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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集会”（Ｕｒｓｖｅｒｓａｍｍｌｕｎｇ）一 词 被 当 作 德 意 志 版 本 的 社 会 原 型

和有待赋予特定内容的伦理空间（张巍卓，２０１７）。自此，“原始集会”成
为滕尼斯的理论聚焦点。１８８７年，《共同体与社会》出 版。在 书 里，他

一方面通过反思和批判保守主义关于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叙事，重构民

族社会史，提出了 共 同 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 学 说；另 一 方 面，他 由 历 史

对照当今，用共同体 的 精 神 启 迪 现 代“社 会 伦 理”，教 化 塑 造 新 的 社 会

民情。
在滕尼斯的时代，基尔克的“合作社”（Ｇｅｎｏ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理论代表了

保守主义对德 意 志 历 史 及 其 精 神 的 总 体 呈 现。它 的 实 质 包 含 两 个 方

面：第一，从原始的氏族时代以来，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家庭，
而家庭的基础是父权。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氏族之家逐步衍生出的乡

村公社、领主庄园、市镇、国家都是父权制组织，日耳曼人之所以是自由

的，是因为他们首先在父的支配关系里明白自己是一个天然的连带关

系中的一员，他们的自由从来就不是个体的，而是处于连带关系之中

的；第二，在日耳曼人的自然性之上，基督教赋予了精神意义，基尔克突

出由耶稣的身体象征的“共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为教会继承，各级教会就

像精神的粘合剂，将村庄、城市、政区、民族直到帝国统一起来，同时，每
一个环节都像“共体”本身一样是有机体，民族统一体如同穹顶的构造，
层层包容着社会诸等级。

１８７８年帝国转向保守以后，基尔克等日耳曼法学者致力于以合作

社纲领修改德国民法典，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实践效果。滕尼斯十分警

惕这一趋势，尽管他赞成保守主义用连带的社会关系批评孤立的个体

主义，然而在抽空了虔敬（Ｐｉｅｔｔ）品格的资本世界，无论诉诸父权制还

是基督教会都容易蜕化成专制。他非常明确，保守主义的起点是对的，
人从其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处在家庭之中，然而家庭的开端不应当直接

就是父对子的支配，因为支配带着很强的个体间强力关系的色彩，更不

应当通过引入基督教的信仰使之神圣化。家庭应当首先回到它的自然

发育本身，应当进一步追溯到人在母体之中作为胚胎的关联，在“你我

不分”的依恋关系里体会被给予的爱（Ｇｅｆａｌｌｅｎ）。
滕尼斯的这个判断并非来自抽象的推理，而是同对民族历史起点

的判断一脉相承。他深受当时巴霍芬的母权论影响。在塔西陀描述的

罗马时代的原始日耳曼氏族里，母系原则存在并教导着普遍的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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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巴霍芬，２０１８：１７），此后经民族大迁徙到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建立，父
权制度才最终确立下来，形成了合作社理论刻画的“父权家庭—封建领

主—王权”社会结构，其成型的过程既漫长亦经历着不同伦理因素的交

织作用。
和历史的变迁对应，滕尼斯认为父权制并非民族精神的起点，也非

终点，他用“本质意志”（Ｗｅｓｅｎｗｉｌｌｅ）的展开来刻画一个人身心成长，同

周遭事物关联的过程。从母子关系开始，一个人的精神要通过见证父

对母的纯粹权威关系以及自身同兄弟姐妹间的友爱，才能同父产生真

正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父对子的支配，也是超越纯粹权力意涵的敬爱

和秩序感，父子关 系 的 实 质 是 教 化（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９）。不 仅 如 此，随

着年龄的增长，当他的精神发育成熟，终归要从家走出来，进入自由人

组成的社会，但是这种走出不是赤条条地出来，而是带着从家养成的全

部伦理的情感———自然的爱、友谊、敬畏，他将走入学校或职业团体，同
师傅、伙伴 如 再 造 家 庭 一 般，建 立 精 神 的 共 同 体。滕 尼 斯（Ｔｎｎｉｅｓ，

１９２２：３３－３４）毫不讳言，他的共同体学说的落脚点即一种“社会主义”的

类型，以家庭情感为伦理基础，以劳动合作社为纽带组织社会，所有的

个体最终都要收束到集体生活当中来。

三、齐美尔ｖｓ．滕尼斯：精神科学的裂变？

紧随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齐美尔在１８９０年出版的《论社会

分化———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标志着他以研究个体互动、团体分

化的范式登上社会学的舞台。在此之前，他已凭康德研究而扬名学界。
《论社会分化》被公认为是继《共同体与社会》之后的第二本德国社会学

著作。
从表面上看，齐 美 尔 有 意 同 滕 尼 斯 的 著 作 形 成 截 然 相 反 的 风 格。

源于自然法 传 统，《共 同 体 与 社 会》的 核 心 关 注 是“共 同 生 活”，社 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就是一种类型的共同生活，即使身处社会内的原子化个

体也能依靠交换、契约、制度等社会机制，依靠科学教育、公共舆论等心

灵机制形成人造社会。不止于此，人还能从政治社会的改革、日常生活

的教化着手，将社会提升到共同体的高度。《论社会分化》则把社会完

全视作所有个体的相互关系的总量，换言之，它只是对各种微观人际交

往中的心态和行为的总体的、抽象的表达（Ｓｉｍｍｅｌ，１８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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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滕尼斯和齐美尔都有意识地担当起确立社会学这门新

生科学的任务。《论社会分化》甫一出版，旋即招来滕尼斯的回应。在

他看来，这本书带着浓厚的大都市的气息，正像标题展示的那样，齐美

尔的思想风格即分化，他的思考完全建立在分析的前提上，社会里的各

种各样的现象于他而言都是“给 定 的 东 西”（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ｅｎ），因 而，他

就像拿起一把心理学的解剖刀，将对象切分干净，从割裂的要素中获得

启迪。这样一来，齐 美 尔 就 犯 了 两 个 错 误：第 一，他 的 思 考 是“非 历 史

的”，在他的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无时间的、一般性的东西；第二，正
因为他关注个人和小团体，因而错失了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社

会结构，也不可能从整体的眼光把握各个特殊团体的独特性，因而，与

其说齐美 尔 的 真 正 贡 献 是 社 会 学，不 如 说 是 社 会 心 理 学（Ｔｎｎｉｅｓ，

１９６５：５０－５２）。
很多学者尝试诉诸 精 神 科 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内 部 的 裂 解

来解释社会学的分流（Ｂｉｃｋｅｌ，１９９１；Ｋｈｎｋｅ，１９９６；Ｂｏｎｄ，２０１６），毕

竟，社会学的世界观定位和概念源流同１９世纪末的认识论、心理学以

及历史哲学的转向息息相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滕尼斯和齐美尔都

接受了狄尔泰的理论起点，即身心合一的“生命统一体”（Ｌｅｂｅｎｓｅｉｎｈｅｉｔｅｎ），
以此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的片面性，将身心互动的结构与动态的

“体验”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４不过，一旦涉及心理学同外部世界的关

系时，他们就产生了重大分歧。对滕尼斯而言，从心理学向社会学的过

渡只在乎回答一个问题：共同生活何以可能？从价值或目的论的意义

上讲，他的意志理论以社会性为标的，与之亲和的社会结构囊括了一切

文化系统（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１０５），因 此，滕 尼 斯 总 体 上 仍 然 遵 循 孔 德—
斯宾塞奠定的社会学的学科格局（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０５：５６９－５７０）。对待社会

性，齐美尔的态度则更为复杂。

４．和直接受教于狄尔泰的齐美尔不一样，滕尼斯更多从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那里获得了人性

论启示。不过两人的心理学判断根本上是一致的，即以身心合一的方式，从个体的情感、意志

与理智的心理关联及其体验的过程去理解人。

首先，齐美尔秉持狄尔泰所说的人的多面性和诸文化系统的超社

会性，因而除了社会功能，人同文化系统存在着更多元的关系。我们看

到，他在 多 个 文 本 里 都 强 调 人 的 社 会 性 和 社 会 性 之 外 的 领 域 并 存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８：２４；狄尔泰，２０１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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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齐美尔和狄尔泰一样突出个体的独特性。个体是各个彼此

作用的文化系统的交界点（Ｋｒｅｕｚｕｎｇｓｐｕｎｋｔ），因此，个体保留了不融于

集体意识的个性（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９２２：３７），他对个体相互关系、团体之规模

的量以及由差异产生的社会效果的把握，极其敏感与细腻。换言之，从
齐美尔的视角来看，滕尼斯呈现的社会有机体各器官及其同整体的关

联，不过是一种同质的幻象。
最后，对应个体心理学和关系学说的建构，齐美尔将个体原则推及

历史认识的领域。类似于狄尔泰，齐美尔认为历史认识具有先天的基

础，不经个体 的 体 验 或“在 自 身 心 灵 演 历 历 史 生 成 的 河 流”（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０５：ＶＩ－ＶＩＩ），历史是无法被真正认识的，历史事件亦只具有相对于个

体生命的独特意义。５与此相反，滕尼斯归纳的“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历

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实在论妄图复制历史的冲动。

５．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历 史 认 识，齐 美 尔 往“个 体”方 向 的 思 想 历 险，相 比 狄 尔 泰 更 彻

底、更深邃，我们可以将狄尔泰自己的方案看作滕尼斯与齐美尔的“之间者”。在１９０４—１９０６
年完成的《精神科学导论附录手稿》里，狄尔泰有意在滕尼斯式的“社会共同生活”的社会学和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之间达成平衡，在他看来，齐美尔过度将社会结合的力量追 溯 到 个 体

的心 理 要 素，而 没 有 看 到 诸 社 会 单 元（尤 其 自 然 共 同 体）的 自 在 特 征（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９２２：４２０－
４２１）。此外，在《历史理性批判草稿》里，狄尔泰（２０１０：２２７、２３４）批评齐美尔 以 个 体 形 式 把 握

历史的褊狭做法。

不可否认，从新康德主义或精神科学的知识脉络看待滕尼斯与齐

美尔的分流有非常大的启发性，这使我们得以从表面上的学科视角、方
法论问题探入精神和世界观领域。然而，我们与其将这一启发理解成

对两人之差异的实质解释，不如将其视作对两人思想差异的呈现，因为

诉诸精神科学的做法，要么将他们设定成同时代思潮的亦步亦趋者，要
么以一种纯粹事后描述的方式比较他们的分歧，都会错失理论分流的

真正生命。滕尼斯与齐美尔从早年起便殚精竭虑思索的问题，包括我

们已经提到的前者的自然法阐释和共同体学说，后者的康德研究与对

民族伦理学的批判，都同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滕尼斯的家族是１６世纪的荷兰移民，在同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逃

难到当时还属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公爵领地（卡斯滕斯，２０１０：３）。他的

家族血管里流淌着热爱自由的血液。滕尼斯一生都置身于此，童年时

代爆发的丹普战争（１８６４年）让他的故乡从丹麦国王的自由区沦为普

鲁士的北部边陲，自此，他的生活与思考从来都离不开“中心—边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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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视角。德意志的主权归属同北欧的自由信念、柏林的权力专

制同故乡的地区自治间的张力始终是他关心的焦点。
相较滕尼斯对主权归属、政治事件、议会斗争、阶级地位的信念，身

处柏林这一漩 涡 中 心 的 齐 美 尔 则 从 文 明 的 进 程 来 拆 解 政 治。对 他 而

言，政治只不过是现代文明“外在化”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外在化”
指的是物质的欲望和技术压倒了生活的价值（西美尔，２０１７：１３３）。在

柏林，政客们或者出于自身欲望和幻觉，或者只是以游戏的心态玩弄政

治，鼓动舆论的例子比比皆是。上到议会内的政党关系，下到大学学院

内的势力斗争，齐美尔对政治精微之处和变异过程极其敏感。
从他的眼光来看，１８７０年后，随着德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社会主义”成了最大的伦理运动浪潮，所有社会改革的要求几乎都会

诉诸这一口号。滕尼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伦理”即这一浪潮的组成

部分。它也许是比“讲坛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版本，因

为它既尊重了人的自然和民族的历史，又面向现代社会的前提来改造

社会，但是它根本就没有再往内探查教养内在的模糊和歧义，把人想像

的太过简单，“除了正义与同情这类伦理性冲动之外，许多人受到对体

验新感受这种病态渴望的驱使，他们感受到任何悖论的、革命的事物都

具有吸引力，这些事物总是能够鼓动一个神经过敏的、退化的社会的大

量成员，这常常与某种荒谬而懦弱的精神状态、某种对统一性和博爱的

朦胧欲求联系在一起”（西美尔，２０１７：１３８－１３９）。说白了，滕尼斯的“社

会伦理”和其他社会主义潮流的本质没什么两样。
齐美尔对社会主义或政治的批评，意不在批评政治本身或政治本

身没有意义，相反，政治只是文明“外在化”的表象，真正对现实起作用

的往往不是那些制度或教条本身，而是已经蔓延变异了的运作路线，枝
蔓取代了根部（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２５－２６）；不仅如此，政治的运作效果又常

常系于微观的、不起眼的表征，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和动作，都可能牵动

内核。齐美尔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很多社会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

放弃体制要求的奢侈和便利，但是要他顺从那些在审美意味上令人厌

烦的事就要难得多，那些有教养的人士总是避免与劳工发生身体接触，
他们对沾到后者身上“劳工光荣的汗水”感到作呕，避之唯恐不及（西美

尔，２０１７：１３９）。不但社会主义如此，妇女运动、政教问题等现代政治最

核心的内容都让位给外部的因素，政治跟人的现实安顿更不用说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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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赎不再有任何关系；政治的风格本该小心翼翼地展示，现在却无处

不显得激进而突兀，更恰当地说，政治已经同“人的境况”漠不相关了。
“社会分化”作为齐美尔理论母题的核心意涵，不光是我们习以为

常理解的那样，即伴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分工而来的群体分化，个人陷

入更加片面、更加琐碎的地步，而且是社会总体的现代命运，无穷无尽

的文明外在化、歧义化的过程，上层和下层的斗争及其价值不断转化，
社会等级的衡量尺度不断改变，价值始终在颠覆且有待重估。

滕尼斯和齐美尔的抉择更像他们各自笔下的席勒和歌德，对前者

而言，政治既是思考的出发点，也是诉诸文化和审美教育回归的终点

（Ｔｎｎｉｅｓ，２００９）；对后者而言，个 体 自 我 的 主 观 法 则 同 事 物 的 客 观 法

则之间的融合才是教养的首要事业（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１８：Ｖ）。
如果我们不以空间环境的差异，而从德国社会学整体发展的时间

脉络来看 两 人 的 差 异，那 么 这 一 差 异 无 法 分 离 于 时 代 氛 围 的 变 化。

１８９０年可以被视作一个分界点。滕尼斯的“社会伦理”多少可以看作

俾斯麦时代的产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无论民

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多少差异，它们仍然存在着寻找现世救

赎的真诚努力。正像齐美尔敏锐看到的那样，俾斯麦时代是叔本华的

意志学说俘获人心的时代，之所以叔本华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它从基

督教那里继承了寻找生活和行动最终目标的渴望，即使这一追求实质

上徒劳无功（西美尔，２０１７：１４０－１４１）。然而１８９０年之 后，俾 斯 麦 被 威

廉二世驱赶下台，紧张的社会氛围陡然松懈下来，政治斗争被交付给了

市场，追求整体救赎的欲望平息了，尤其上层和中层阶级丧失了这样的

兴趣，取代它的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接替叔本

华，成为这个时代舆论的宠儿，以标新立异为目的的分离派（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运动彰显了社会风格（西美尔，２０１７：１４７）。滕尼斯和齐美尔的写作语

境，多少体现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前后的差异。

四、滕尼斯ｖｓ．齐美尔：尼采批判作为分歧的聚焦点

尽管尼采本人 并 不 认 为 自 己 的 作 品 可 以 直 接 为 社 会—政 治 所 用

（尼采，２０１６：５７－５９），但是１８９０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尼采崇拜”逼迫着

滕尼斯和齐美尔做出回应。１８９７年，滕尼斯出版《尼采崇拜》一 书，借

尼采批判将矛头指向弥漫于时代的非理性狂热。同年，齐美尔迅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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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书评，对滕尼斯有意误解尼采思想及其现实教诲的态度做出了言

辞尖锐的批评。这不仅源于他对尼采著作的兴趣，更是对时代伦理的

焦虑使然。两人关于尼采思想的阐释及其社会舆论效果的激烈交锋，
道出了彼此伦理世界观的差异。

在《尼采崇拜》里，滕尼斯一方面赞美尼采面对败坏的资本和技术

时代的战士品格，赞美他寻求健康本能的努力（Ｔｎｎｉｅｓ，２０１２：１９－２６）；
另一方面拒斥尼采对“同情”的批评，指出当尼采将同情的道德起源追

溯到犹太人因怨恨产生的奴隶情感，进而推崇自然的贵族等级制时，现
代社会伦理便会丧失掉一切合法性。对尼采来说，社会的本质无非是

个体作为牺牲（Ｏｐｆｅｒ）将自己交托到集体的手里，要求自己否定自己，
直到适应整体的需要，故而社会拉平化造就出廉价的、苟且生活着的个

体（Ｔｎｎｉｅｓ，２０１２：４２－４８）。
在实质的关节点上，齐美尔认为滕尼斯误解了尼采：受制于社会主

义的意识形态，滕尼斯无法真正把握尼采的时代意义，或者说，滕尼斯

自己没有先考虑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价值标准的问题，而是使用流俗

的唯我主义／唯他主义的范畴衡量尼采。换言之，齐美尔无法容忍滕尼

斯用自己的价值套在尼采本人都不承认的价值上，这样很容易就把尼

采误解成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唯我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滕尼斯没

有认识到，尼采鼓吹的力量、高贵、美、思考、慷慨这些品质的客观价值。
事实上，尼采本人根本不在乎多少人能够分享这些品质，多少人为此而

牺牲，更不在乎谁以此获得个人现世的成功，相反，这些品质存在于他

自身里，不为取悦他人。换言之，对尼采来说，同他批判的“唯他主义”
相对的不是“唯 己 主 义”，而 是 人 类 品 质 的 客 观 的 理 想 主 义（Ｓｉｍｍｅｌ，

２０１２：１５３）。
进一步，针对尼采本人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内容，齐美尔认为滕

尼斯忽视了其最本源的伦理品质———高贵（Ｖｏｒｎｅｈｍｈｅｉｔ），它并非用作

形容词，而是自成一体（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的东西（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２：１５４）。过去

由柏拉图主义支配的道德哲学有两个根本预设：第一，德性是在形而上

学的体系之中，越是异己的神圣者，越被看作更高的德性；第二，只有合

乎德性的，才是美的东西。而尼采根本上将柏拉图的价值颠倒过来，即
只有对自己而言美的东西才是好的。在此之前，所有社会的伦理都是

柏拉图主义的结果，德性指向客体，指向他人的幸福和事业，而尼采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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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意义在于点出：这些都是人内在的品质，人不需要迈出自身寻找更

高的 价 值，相 反，人 自 身 就 是 自 身 的 目 的，这 并 不 是 主 观 任 性

（Ｗｉｌｌｋüｒ），因为它 是 指 向 自 身 的 客 观 要 求；这 也 不 是 康 德 所 说 的“自

律”，因为它不是服务他者的手段，而是以自身为目的。
从齐美尔的角度来看，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达到了泯灭高贵的顶

峰，即使它试图调动人的全部情感，然而它要构建的伦理关系其内核仍

然是自然法的假设，即诉诸外在于人自身之权威的政治社会。与其说

滕尼斯从尼采所谓的强者的角度讲话，不如说他是从弱者的角度发声，
推崇的是尼采否定了的奴隶道德。

齐美尔和滕尼斯一样，都认为现代人错误地理解了尼采，滕尼斯更

多认为这是尼采学说自身的缺陷所致，齐美尔则要区分尼采的真正教

诲和后人的误读：尼采号召人们寻求的不是主观的快乐，恰恰相反，是

存在于力量、高贵、礼貌、美丽及智力方面的客观完善，人的存在意义在

这些品质本身之中，在人类朝向拥有它们的进程之中，而不是在结果之

中；这些品质不是依靠灵感，而要通过严格的内在纪律、最苛刻的自我

实践、完全弃绝各种只为享受的享受（西美尔，２０１７：１４８）。
那么社会学如何把握尼采的伦理遗产？如何将“高贵”的品质用社

会学的意义讲出来？齐美尔后来在《叔本华与尼采》一书里做了详细的

讨论，可以视作对滕尼斯更决绝、更具体的回应。齐美尔提出了两个阐

释的方向，我们可以分别借用海德格尔的“去蔽”和“敞开”的说法。
第一是关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人格主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ｓ）。齐美

尔当然赞成滕尼斯确立的社会起点，但是滕尼斯错误地用“天然相同的

社会人”的标准去评价尼采笔下的人。尼采所说的人是“特定的人”、在
自我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ｚ）的人，在社会里的存在状态就是隔

绝感（Ｉｓｏｌｉｅｒｔｈｅｉｔ），他有十足的能力去接受刺激，而不是把自己投放到

定型化的生活里。齐美尔追随尼采的眼光，认识到民主或社会主义并

不完全是某种政治体制，而是特定的生活方式，一种共同的心理学特

征，或主动地逃避刺激，或被动地丧失了感受刺激的能力，躲避到躯壳

里。尼采启迪的人的时间状态是一种直线型的进化状态，每一刻都是

进化的绝对环节，这种人格不光是一种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挺住的勇士

形象，而且是能由各种突变事件激发独特的感知、能随遇而安的陌生人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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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关乎自我之内容的高贵道德。有意思的是，在谈到个人的

时候，齐美尔首先强调的是个人在自身之中发现了人类，人的客观价值

被感知到。“社会伦理”的逻辑是从人做了什么去判断这个人，人总想

向社会索取什么，或者提供给社会什么，“社会伦理”的幸福和痛苦系于

占有和失去。相反，尼采讲求人从他所是（ｓｅｉｎ）去行动，只按事情本身

行动，不在乎得与失：
他跟暴发户和纯粹自私自利的享乐者的区别在于，他完

全是由衷地，而不是仅仅在膨胀的幻象中———那毕竟总含有

一种隐秘的不确定性———相信，那一切都是他的人格所具有

的质量按照客观正义性理应获得的，并且他会做出与之相称

的行为。（西美尔，２００６：２０９）
当齐美尔这样讲 到 尼 采 式 的“高 贵”时，我 们 不 免 感 到 惊 讶，因 为

“高贵的”（ｖｏｒ－ｎｅｈｍ）的含义是“把什么置于之前”，也就是一种相对价

值，然而，齐美尔敏锐地看到，个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根本上也囊括了

自己与人类的关系，不过它既不是拉平化了的社会，也并非拔高了“同

一性”的共同体，相反，齐美尔笔下的人，正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

所说的那样：相较于享受，苦难反倒是真理，个体不断地承受苦难，磨练

个性，而他的个性的高度正象征着全人类的道德高度。

五、齐美尔对“社会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批评

从阅读尼采或因尼采产生的分歧背后，齐美尔关切的是社会伦理

的内在困境，或 者 说 探 讨 社 会 之 先 验 基 础 的 疑 难（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ｋ），这 也

是他同滕尼斯分歧的实质。就此而言，他的早期巨著《道德科学导论》
（１８９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他未来“个体法则”的理论之

源。和齐美尔的其他原创性著作一样，本书无甚引用和注释，也不明确

说明其发生的思想史源流，然而我们不难看到尼采的超善恶与视角主

义对本书的决定性影响。从否定过去的伦理概念来说，超善恶意味着

伦理同经验的张力，视角主义意味着价值的歧义、冲突和流变；从构建

未来的伦理概念来说，尼采的“发展观”特别重要，伦理基于生命自身的

发展。可以说，齐美尔的伦理学是尼采的实证主义从哲学过渡到社会

学的“价值自由”的中介（Ｂｏｎｄ，２０１６：５３）。
在还 原 齐 美 尔 这 本 伦 理 学 著 作 的 构 思 背 景 的 意 义 上，康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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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ｎｋｅ，１９９１：４０３）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他指出，该书一方

面源于齐美尔从早年的康德形而上学研究出发，对康德伦理学的系统

注释和批判，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历史主义尤其是民族心理学的批评。

齐 美 尔 指 向 的 对 手 是 自 己 在 柏 林 大 学 的 老 师 黑 曼 · 施 坦 塔 尔

（Ｈｅｙｍａｎｎ　Ｓｔｅｉｎｔｈａｌ）６，在 为 后 者《普 通 伦 理 学》（１８８５）一 书 撰 写 的 书

评里，他声称要在“更广阔的关联当中”展现自己同历史主义伦理思想

的对立，该书即这一宣言的落实。

６．施坦塔尔是威廉·洪堡的追随者，除了编撰洪堡的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集 子，他 本 人 的

作品也受到洪堡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并非要细致探讨齐美尔对康德伦理学、对德国历史主

义民族伦理的批评。提及这一点，只是为了确定齐美尔相对于滕尼斯

所站的伦理学位置。滕尼斯秉持的“社会主义”伦理，既脱胎于康德的

理性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这两个思想脉络，又是这两者在现代社会条

件基础上的综合（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ＸＶ）。对滕尼斯来说，一方面，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理性批判分别奠定了现代个体的思想和行动的自

由，从而树立起契约社会的规范；另一方面，康德判断力批判蕴含的审

美与教养议题、人类学的广义人性和世界的格局，为德国浪漫主义和历

史主义运动打开了窗口，从前者可以看到人的复杂情感面向，从后者则

可以发现集体意识、民族独特的历史与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共同体学

说的核心就是在契约社会的基础上，通过主体教化，形成给予和信任的

新精神权威关系，重建伦理关系，因而它是历史主义的母体孕育出的高级

产儿。

尽管没有直接提滕尼斯的名字，齐美尔并不讳言他对综合理性主

义和历史主义得出“社会伦理”之做法的反感。在《道德科学导论》的前

言里，齐美尔写道：“伦理学至今仍处在不确定的状况里，人们在抽象的

普遍概念同每一个单独的经验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认识论关系，进而

选择将这些概念同智者的道德戒律联系起来，并且通达历史的—心理

学之路，因此伦理学首先成了心理学的分支，用来分析个体意志行动、
情 感 与 判 断，其 次 成 了 社 会 科 学 的 分 支，用 来 衡 量 共 同 体 生 活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ｂｅｎ）的形式和内容，最后成 了 历 史 学 的 分 支，用 来 追

溯其原始形式的道德表象及其发展的历史影响”（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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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将伦理置于历史学———就当时德国的学科分类而言，历史学

处在“国民经济学”的学科范畴里———之下，便错失掉“从完成了的、复

杂的现象中提取概念”的伦理学任务（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３９１）。
在此，我们关心的是齐美尔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如果以滕尼

斯作为批判的靶子，我们就会看得特别清楚。齐美尔依次从两个方面

刨去了“社会伦理”的根子。
首先是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先验的心理学关联，这一点又同滕尼斯

与齐美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认识差异息息相关。无可否认，受同时代新

康德主义的影响，滕尼斯和齐美尔都从心理学着手建构个体同社会的

关系，滕尼斯旨在从康德的先验范畴论证人性朝向共同体生活的先验

意志基础，与之对应，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处所、情境与制度都是促成这

种先验状态 的 视 野（Ｈｏｒｉｚｏｎ）；齐 美 尔 则 要 斩 断 滕 尼 斯 所 谓 的 先 天 基

础，由康德的伦理学批判指明伦理的“个体法则”，伦理不是一套适用于

所有人的抽象范畴，而是源于每个个体生命自身的法则。
其次是个体与社会的历史关联。对滕尼斯而言，根据心理学的先

验关联，个体的历史与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与民族历史紧紧扣在一起

的，这样个体才有了教养的可能与必要性；齐美尔则认为它们之间存在

张力，先验的心理学关联既然是目的论的幻象，看看诸民族伦理的历史

便能识见它们无处不在的偶然性甚至悖谬性。不仅如此，我们不要忘

记齐美尔接受尼采的教诲，高贵者的发展不是把自己拉平到社会或民

族的水准，同它紧紧依傍在一起的恰恰是人类的发展，而非特定的社会

或民族。
让我们先来讲述第一个方面。毋庸置疑，齐美尔终其一生都在研

究反思康德的哲学体系，然而在伦理学领域，尤其考虑到康德对社会伦

理潮流的影响，齐美尔在尊重其探索人的先天认识方面的全部努力的

基础上，指出了其机械论和目的论的错误，而他的思考聚焦之所在即

“定言命 令”（ｄｅｒ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Ｋｈｎｋｅ，１９９１：４０３），或 者

说“应然”（Ｓｏｌｌｅｎ）。
众所周知，康德伦理学的核心观点是：由摒弃了一切感性因素的纯

粹理性奠立的道德法则即人必然要遵循的行动规范，或者说，道德法则

规定的行动就是人应当去做的行动。齐美尔批评康德伦理学存在机械

论错误（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５５－１５６）。从 表 面 上 看，这 一 点 并 不 难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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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用逻辑的方法抽取出不含任何感性杂质的范畴或理念，将它们结

合到一起，建构出一条条抽象的道德法则，逼迫我们照此生活，这就像

枯燥的物理学作用力，而人的丰富的生活变成了一架无生命的机器。
这种批评并非齐美尔的原创，在唯心主义的发展中，谢林与黑格尔都对

康德的抽象道德做了反思和超越，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更是要从人的

主观任意、偶然、信仰、命运甚至历史等诸多具体内容去克服道德的抽

象性。然而，不容易看出来的是机械论本身的“占有”（Ｂｅｓｉｔｚ）逻辑，从

外部世界获得的表象意味着占有，由主体制造出的范畴的表象亦是占

有（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１：３９２）。
从占有的逻辑往下推理，齐美尔进一步揭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目的

论预设及其内在悖谬。康德想要论证人的“自治”的必然性，他的办法

便是撕裂人性，把人性劈成感性和理性的部分，因为感性的部分除了自

我的先天能力，便是不经批判获得的外来东西，因而它被视作恶的东

西，我们可以把它规定成魔鬼，放到我们自己之外，而我们则把自己规

定成纯洁善良者，恰恰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世界之中，就必然无

法避免感性的表象与意见，因而将绝对的善良者悬置给一个完美的他

者———上帝。由此一来，康德根本无法克服“他治”，要么那个完美的理

念成了永远吊在我面前的他者，为我展开无穷无尽的教养之路，要么我

就干脆服从一个外部的权威。
在齐美尔的眼中，当下的“社会伦理”本质上就是以占有为前提，无

论资本主义还是 社 会 主 义，指 向 的 核 心 都 是 物 的 安 排（西 美 尔，２０１７：

１３７－１３８）。即使滕尼斯也非常看重经济生活的事实，因而经济合理化

的目的论取向在“共同体”的秩序中占据着基础地位，给予和回报既是

共同体关系的日常纽带，它本身亦包含着法权意味，进而上升到慈爱与

敬畏的精神，并通过外部财产反过来持久地安顿人心。一言以蔽之，人
的自由从来不在自己这里，而在他交托出去的既定的共同体“关系”或

“权威”那里。
要理解齐美尔与“社会伦理”的形而上学差异，我们不能撇开他对

１９世纪思想史转向的自觉意识。这次转向源于叔本华和尼采，尤其叔

本华率先从根子上探入了哲学的深渊（西美尔，２００６：３）。尽管滕尼斯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与齐美尔的见解存在着天壤之别。自康德

以降，叔本华要找寻通往自在之物的道路，这条路通到了永无满足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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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Ｗｉｌｌｅ），如果说滕尼斯从中看到的是超理性的、无 所 不 包 的 集 体 心

理状态，那么叔本华把握到的则是存在本身（ｓｅｉｎ），或 者 说，滕 尼 斯 本

质上是黑格尔主义者，即使他表面上借叔本华的意志心理学打击黑格

尔由概念推演的教养历史，但他讲的仍然是人的存在的表象或内容，这
一内容由“共同体”的目的指引，为满足“共同体”的功能而存在。齐美

尔却充分独立地对待了叔本华的启示：叔本华的意志根本不是在人的

存在前提上架设的一种心理的表象、心理的状态，而是人的存在本身，
它既是理性不可阐明和接近的人的本原，又是人时刻体验到的、像钟摆

日夜不息摇摆的生命（西美尔，２００６：５７－６０）。当然，这里的关键并不在

于叔本华对生命的否定，而在于他提供的作为绝对基础的“存在”本身。
康德伦理学的目的论预设一直贯彻到了历史主义的脉络当中，以历

史学为基底的诸文化科学从康德的先验图式扩展为集体意识及其历史

过程，自然，它们带着目的论本身的形而上学谬误。当滕尼斯站在历史

主义的立场批评齐美尔的非历史性的时候，他指的是后者没有从一个特

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其特殊的精神，换言之，滕尼斯即使

致力于刨去谢林一脉影响下的救赎历史观或启示历史观，但是作为对唯

物史观的回应，它朝向世俗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精神的追求却保留了

下来（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ＸＸＶＩＩ、ＸＸＸＩＶ）。为此，齐美尔要追问的是：这种目

的论表象何尝不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在我们不断强化民族特殊道路或者

现代国家认同的时候，看不到它可通约到历史本身的悖谬之处。
齐美尔在《道德科学导论》里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伦理

的漠不相关性”（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　Ｇｌｅｉｃｈｇüｌｔｉｇｅｎ）（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３６）。伦理领

域总存在着很多无法由主动设定的规则划定的模糊地带，这个说法首

先针对康德追求行动紧贴定言命令，没有为不行动留出伦理空间的缺

陷，也就是说，康德忽视讨论不行动的道德性质，无法遍及应然的全部

区域（Ｂｅｚｉｒｋ　ｄｅｓ　Ｇｅｓｏｌｌｔｅｎ）；从定言命令扩展到共同体的伦理生活，因

观念遭遇经验，这种模糊性就呈几何倍数蔓延了，所有原本在观念里遵

循必然性的道德规则分解为诸多的可能性，齐美尔说，我们在这里就不

能再遵循 事 前 确 定 的 绝 对 原 则，而 只 能 从 事 后 来 权 衡 伦 理 的 规 则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４４）。
如此一来，我们便会遭遇很多变动不居甚至愈发陷入悖谬状况的

事实，历史上的那些道德怀疑主义者的疑问并非没有根据。尤其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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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目的—手段的链条越拉越长，直至消解了目的本身，“房屋

常常比地基更坚固”的现象更是成为家常便饭。我们常常看到，一场追

求个体自由或某种合法性的政治行动一开始可能非常重要，然而随着

斗争的展开且获得胜利以后，最初的斗争内容就从人的意识里淡化了。
文明越发达，伦理的实际效力一般会逐渐置换到那些衍生品或作为中

介的环节里（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２５－２６），外部特征（如群体规 模 的 量）反 倒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有甚者，个体的命运同共同体的命运是不对等的。文明在进步，

民族或国家共同体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人可以靠着更多的手段获

得肉体的满足，但是回到每一个个体，他可能反倒觉得苦难在加重。就

像齐美尔讲的，谁了解道德统计学，谁就更容易成为伦理的悲观主义

者，因为相较那些被视作好的均值，他对那些被定义成坏的极值更敏感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７４－７５）。

六、齐美尔的文化伦理建构———以“应然”概念的重构为例

正如邦德（Ｂｏｎｄ，２０１６：３９－４１）指出 的，滕 尼 斯 和 齐 美 尔 对 社 会 学

的规划都离不开对道德统计学或对量的认识基础。“量”的问题不仅意

味着想象社会的宏观视野，更牵扯着伦理关系的总体状态。出于对政

治社会秩序的首要关切，同时从自然法和英法社会学汲取的知识给养，
滕尼斯所说的量多少仍以几何学的模型为原型，重在从历史事实提取

社会秩序和社会演变内在的集体心理、经济生活和法权的法则，这样一

来，由 权 威、资 源 等 确 立 起 了 “中 心—边 缘”同 心 圆 的 社 会 模 式

（Ｔｎｎｉｅｓ，２０００：５３－５５）。
与滕尼斯相对，齐美尔之所以对极端值敏感，是因为他对量的感知

原型并非几何学的法则，而是个体的命运或变数，进而由此改变的社会

境况。如果说滕尼斯的社会学阐释的是存在者的活动领域，那么齐美

尔则要探入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故而后者的“量”的意涵类似于后来海

德格尔所说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是一场偶然的、突发的 事 件，亦 是 一 种 绝 对 的

而又不可重复的个人体验。作为其世界观的充分证明，尽管同样是大

学体系里的边缘人，齐美尔并不像滕尼斯那样汲汲于寻找学院外的自

由知识分子的结社生活，而是享受边缘人和孤独者的体验，深度探索陌

生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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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齐美尔消解了道德或伦理。在《道德科学导论》
里，他明确地批评了歌德视伦理与艺术、审美等生活类型同等地位的做

法，而将伦理定义为超乎这些类型之上的绝对者（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４４）。
然而不能像机械论那样，从外在于人的强迫角度理解伦理，也不能像唯

心主义那样，将伦理把握为一种处在人的意识之中的概念，而是要从个

体的生命，也即 他 的 存 在 本 身 得 出 来。在 齐 美 尔 看 来，生 命 作 为 超 越

者／超验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揭示了伦理诞生的秘密。
类似于后来的海德格尔，齐美尔将时间视作彰显生命的视域，这都

根源于他们对康德的时间作为人自我直观的洞见。当然，齐美尔并没

有像海德格尔走那么远，没有从“绽出”的时间性、从存在者在世存在的

方式、本真与非本真的差异来把握存在，而是多少遵循流俗的时间观，
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Ｊｅｔｚｔｓｆｏｌｇｅ）理解时间。但是他已经有

意识地展示作为存在本身的生命：生命是奔涌不息的河流，每一个个体

都是它的担当者，他们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了封闭的形式，每一个个体同

每一个个体相互对立，亦同外部世界对立（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２）。在此之

前，黑格尔将生命状态视作自我意识阶段的开端，生命是我反思自我的

最初对象，这是一种绝对不安息的欲望状态，从中我产生了和我一样但

要去否定的他者（黑格尔，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１５）。
但是齐美尔绝非在否定的意义上谈生命，而是要肯定生命。生命

不断在超越主体与对象、一个形式与另一个形式之间的界分，它同时是

“更多的生命”（Ｍｅｈｒ－Ｌｅｂｅｎ）和“多于生命”（Ｍｅｈｒ－ａｌｓ－Ｌｅｂｅｎ）。前者意

味着生命作为运动，每一个都在吸收着内容，转化到自己的生命里，它

对应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永远在吞噬稍纵即逝的表象；后者意味着生命

超越各种给定的形式，创造出新的内容，它对应尼采的权力意志，要诉

诸个体化的独一无二和向上发展（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２３－２７）。
这样一来，齐美尔的意志就有了完全不同于滕尼斯的意志的含义。

对他们而言，意志都是心理事实总体的表述，也是生理—心理状态过渡

到道德状态的中介，但在滕尼斯这里，无论源自过去的本质意志还是朝

向未来的抉择意志，最终皆会聚到当下的社会理想状态。也就是说，面
对抽象的道德与现实的各种需要之间的张力，滕尼斯的解决办法是在

它们之外引入一个具体的、理想的伦理生活。
齐美尔讲的意志却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它绝不固着于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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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处，不纠结在某种特定的形式当中，而是在时间中变化，自我超越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５）。换言之，如果要理解什么是道德或伦理，就必然

要从永恒波动的生命浪潮本身寻找答案。齐美尔对伦理的思考已经探

入康德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内核，去化解形式的“应然”与流动的“生命”
之间的冲突。齐美尔想必很清楚，他和滕尼斯的形而上学分歧可以追

溯到叔本华同黑格 尔 对 二 律 背 反 问 题 的 相 对 立 的 解 决 方 式（西 美 尔，

２００６：２１）。
在早年的《道德科学导论》里，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１１）是如此定

义“应然”的：“应 然 的 概 念 没 有 任 何 内 容 的 痕 迹……它 只 是 被 感 受 到

的、各个表象内容之间的紧张状态”。到了晚年的《生命观》里，“应然”
概念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应然是和生命并行的形式，它们彼此之间

不可化约，‘应然’从一开始并不仅仅被看作伦理学的范畴，而应被视作

生命意识的普遍聚合体，希望、冲动、享乐和审美的需要、宗教理想，甚

至任性和反伦理的 欲 望 都 聚 合 于 其 中，它 们 往 往 伴 随 着 伦 理 的 状 态”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５５）。

不难看到，从早年到晚年，齐美尔对“应然”的理解存在着内容上的

差异。在《道德科学导论》里，应然的生命感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它
更多处在批判传统道德哲学的位置上。过去的道德哲学总是设定好了

一个“好”的表象作为标准，迫使行动者遵从，无论其方式表现为知性规

定的道德律令，还是表现为渗透进个体道德演进的辩证运动。齐美尔

抱持着尼采超善恶的态度，将“应然”同表象的内容及其善恶价值切割

开来，从经验的演变来审视伦理；在《生命观》里，应然的生命感展露无

遗，它既要去包容一切情感，本身又紧紧依傍于生命，借用斯宾诺莎的

术语，它是生命的一种样式，因而不能依靠理智或良知（Ｇｅｗｉｓｓｅｎ）来昭

示，而要诉诸体验（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９；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９２）。
一旦从生命体验来把握应然，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道德的全新定

位：首先，道德的立足点彻彻底底地回到个体身上，追溯道德哲学的全

部历史，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到康德的定言命令，道德是始终被置于个

体之外的、假设的普遍者的立场。滕尼斯接受这一点，认为不存在个体

层面的道德，这在齐美尔看来完全是误解。从经验的历史来看，个体之

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质的差异，坠落到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一批人当中，
恰恰是那些最有个性的人赋予历史独特的亮色（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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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揭示的，道德价值的原始赋予起源于社会等级

的差异。不止如此，从 形 而 上 学 自 身 的 逻 辑 出 发，正 像 此 前 已 经 提 到

的，尼采之前的道德哲学都是从人自身之外追查道德感的原因，无论经

验主义、唯心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本质上都一样，都植根于“占有”的逻

辑，相反，一旦去问每个人自己，我们就会看到，道德感根本就不是一个

均一的状态，而是每个人要去体验的最特殊、最无微不至的幸福，却又

难以用言辞解释的东西。
除此之外，伦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言辞和称谓，也不再是服务于特

殊目的的手段（比如滕尼斯的社会—伦理），而是人的文化全体。和追

求个体之外的普遍者对应，以往的道德哲学在伦理如何作用于人的问

题上也陷入“外在化”的困境，道德理念、道德范畴、伦理标准在先，人就

逐渐习惯于用片面的言辞和单一的标准去评价另一个人，最极端的表

现就是人们只看得到行为看不到人，到最后就是抽象的道德辩论。资

产阶级的法庭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事实，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是吝啬

的，即使他同时勇敢、聪明、忧郁，我们仍然会将吝啬的品质均匀地撒到

他生命的每一刻，因而人性的画面失真了，人的行为同这个人本身存在

着张力。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２１１）说，如果要转换视角，从人的生命

进程的内部领会他的道德感，那我们应当学学艺术家创作油画作品时

的“网状结构”（Ｎｅｔｚｗｅｒｋ），各个色斑就像生命的各个瞬间，相互依存，
又显现出整体。作为生命的方式，“应然”亦像这些色斑一样，伴随着生

命的河流波动和漂浮。
这是否意味着齐美尔是道德相对主义者呢？我们已经指出，齐美

尔反对像歌德那样，将道德或伦理看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实际上，“道德

相对主义”这个提法无法在齐美尔这里成立，因为它预设了同伦理相反

的非伦理的领域，或者说，它将应然同实然、道德同生命对立起来。相

反，一旦我们明了生命在齐美尔学说里的首要位置，我们就会看到，齐

美尔转换了传统道德哲学的矛盾，将矛盾置于生命的内部，即生命的现

实性同生命的应然的二元存在（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１５３）。在二重性的每一

个环节里又存在着二重属性：现实性既意味着主体的“我”，也意味着他

正在了解、分析、揣测、赞成或反对的“你”；与此相应，应然既意味着主

观心理过程，也意味着一个客观的命令。这一洞见多少为后来的马丁·
布伯所继承：“我”的生命栖身于“我与你”的相遇里，囊括了我与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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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应然之对立的生命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社会关系的意涵。
那么，如何去理解看似张力重重的二重性套二重性的状态呢？如

果生命的现实，即我的自我意识同我对你的一切意向都是体验的对象，
那么，生命作为道德首先应当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一切外在于生命的道

德法则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注意到，相较康德使用的Ｓｏｌｌｅｎ概念，
齐美尔更偏爱“应然生成”（Ｇｅｓｏｌｌｔｗｅｒｄｅｎ）的动态讲法（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４：

５２；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２３７）。应然是生命连续的过程，由生命涌流发出的

声音（Ｔｏｎ），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每一刻 的 行 动 抉 择 都 并 非

意味着将前一刻作为对象，对它做纯粹的理性反思，相反，应然是自我

意识的复合体，每一刻的情感状态都延续到下一刻，都是生命的绝对

反映。
仅仅说应然是生命的主观状态是不够的，最难理解的莫过于它作

为客观的命令。生命是自由流淌着的，但是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片段又

都是对生命 的 全 体 负 客 观 责 任 的。有 别 于 康 德 的 义 务（Ｐｆｌｉｃｈｔ）伦 理

学，齐美尔赞成的是面向每个人独特生命经历与体验、面向客观处境的

责任，在 他 看 来，我 们 正 是 从 每 一 刻 作 为 生 命 的 绝 对 “责 任 点”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ｓｐｕｎｋｔ）来重新把握道德（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２２５－２２６）。那

么，如何理解这种责任关联呢？

首先，道德遵循 的 是 个 体 法 则（Ｄａ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　Ｇｅｓｅｔｚ）。个 体 行

动的规范并非源自外在的强制和内化的良知，而是从他的生命中来，对
他的生命提出要求，换言之，真理的标准不再是主客观相符，而是韦伯

所说的“真理即真实”（Ｄａｓ　Ｗａｈｒｅ　ｉｓｔ　ｄｉｅ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切中每个人自身

命运和最无微不至感受的行动，同它们息息相关的行动，才是道德的坚

实基础。这样一来，道德就不再局限于先验道德或社会伦理，而是扩展

为最广泛意义的文化伦理。
除此之外，道 德 的 客 观 性 关 乎 人 的 境 况（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此

前，马克思提出社会决定论，滕尼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化价值同社会

性的平衡，齐美尔基于生命，更是提供了一种超越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人

的自由。他举的服兵役的例子就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些以反军

国主义为口号的人拒绝服兵役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他的“应然”不是

非历史的、无质料的个性，而是同他的公民身份结合在一起的，对此，齐
美尔并非诉诸权利哲学的视角，而是认为，他的生命是在这个条件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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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起来的，不去面对它，就没有遵循生命的客观性（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２２：２２１）。
最后，同生命的 现 实 性 对 应，道 德 指 向 生 命 自 身 的 发 展。如 此 一

来，齐美尔理解的德语语境的发展或“教养”（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Ｂｉｌｄｕｎｇ）就

有了全新的面貌。从前，我们习惯于从黑格尔的角度，将发展视作一个

形而上学的生命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而从齐美尔的角度讲，歌德笔下

的浮士德或威廉·迈斯特的成长变成了其生命的体现。迈斯特从失恋

的煎熬中找回生命之源，从日常的游历中培育道德感，从阅读莎士比亚

的作品中通观人的命运。这是不间断的生命之流，冲破固结的市民社

会生活的形式束缚，生命于他而言意味着怀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向上的

生活，更意味着沉着稳健地听从处境的召唤（Ｒｕｆ），履行每天的责任，同
时超越当前的条件，向内探索更完整的、艺术的天地。

七、余论：两种伦理世界观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者，滕尼斯与齐美尔都一致认同社会

学这门学科首先要作为现代伦理的反思者出现。滕尼斯自不必说，齐

美尔早年沉思的“道 德 科 学”和“历 史 认 识”这 两 大 主 题，都 致 力 于 此。

然而两人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既体现了德意志近代文明发育的

两种思想史路线，也同他们体验德国世纪末大众的时代处境、思考国族

未来命运的视角息息相关。
对滕尼斯而言，政治社会自始至终都是最核心的问题。现代政治

不单单维系于主权和体制，更是民情和制度运作的整体表现，因而有别

于此前唯心主义和 历 史 主 义 传 统 的 俯 视 视 角，７滕 尼 斯 选 择 了 仰 视 社

会的角度，从大众的集体情感出发，一步步地安顿共同体的秩序。本质

意志所刻画的伦理关系的意象，既是凭借自然之爱、习惯和良知教化而

来的“我 与 你”的 谐 和，又 是 基 于 敬 与 爱 的 伦 的 关 系 的 展 开。滕 尼 斯

（Ｔｎｎｉｅｓ，１９７９：１０５）相信，大 众 心 理 和 社 会 现 实 之 间 存 在 着 亲 合 性，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重建家庭中的母子慈爱、兄弟姐妹的精神亲近和父

子的权威，培养遵从秩序、精神自由的公民，让他们进入劳动的合作社，

彼此友爱，巩固民主制度的共同体基础。

７．正像韦伯在《罗雪尔与克尼斯》一书里批评的那样，历史主义国民经济学背后存在着一个目

的论或神义论的预设，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无非是向这个目的不断接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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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从来就不相信共同体在当时会成为可能，柏林的大城市体

验向他呈现出来的是纷繁复杂的陌生人境遇，每个人同每个人的触碰

不可避免，但都只能向彼此展现片面的人格，当一个人全面投入一场共

同体事业时，他产生的不过是错觉，只是他无力独自面对社会命运的逃

避之举。对齐美尔而言，没有人可以像造物主一样外在于社会，给社会

一个理想，滕尼斯按规范心理学的方式推理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的做

法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我们当然能够想像一个先于各式各样具体的

人际交往的社会，然而当我们剥除了一切人际交往，也即齐美尔所谓的

“社 会 化”（Ｖ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ｇ）形 式 之 后，便 剩 不 下 什 么 社 会 了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８：１０－１１）。
如此一来，齐美尔同滕尼斯想像社会的先天状态就截然不同。齐

美尔不是要把社会视为一个本质或实体（Ｗｅｓｅ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ｚ），而是意图

打造一个棱镜，交给在社会之中的观察者，让他直观社会之中存在的一

切现象，包括人和人的关系性质，一个人对他人的作用，从他人那里获

得 的 影 响。齐 美 尔 关 心 的 是 每 个 特 定 的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学 问

（Ｄａｚｗｉｓｃｈｅｎ），正如哲学思考的首要问题为存在本身，而非由此衍生出

来的存在的内容。生命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社会化”对于社会而言

既不是社会的原 因，也 不 是 社 会 的 结 果，而 是 社 会 的 存 在 本 身。换 言

之，社会 学 是 研 究 人 的 社 会 存 在（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ｅｉｎ）的 学 问（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０８：１２）。
齐美尔的社会 观 实 质 上 是 他 的 伦 理 观 的 反 映。人 就 处 在 社 会 之

中，但这个事实意味着，人的社会存在的各种表现只是由他的生命创造

出的形式，他的一切行动都从这个既定的形式前提出发，因为每个人活

在同他人的关系里，受制于他人给自己的刺激，故而每一个社会人都是

残缺碎块，不仅彼此之间如此，沉沦于其中的人感觉自己对自己而言亦

是残缺碎块，他们要依靠直觉拼凑这些碎块，赋予自己和别人一个确定

的社会角色（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８：３２－３５），但是在社会化的形式之外，仍然存

在着永远涌动的生命或饱满的个性，个体保留了为自己打开“超社会”
的艺术文化之门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齐美尔的“社会化”表现了同

滕尼 斯 的“社 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同 样 复 杂 的 表 现 形 式 和 心 理 活 动

（Ｌｉｃｈｔｂｌａｕ，２０１２：４５６－４５７），但 是 这 背 后 对 人 的 自 由 和 生 活 理 想 的 想

像图景截然不同。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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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的头十年，经滕尼斯、齐美尔、韦伯 等 学 者 的 努 力，初 生 的

德国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科学，从政治社会到社会诸领域，
从宏观视界到微观视角的过渡，在德国的学术体系里逐渐赢得了合法性。

对我们而言，以滕尼斯与齐美尔的伦理观分流确定德国社会学的

精神起点只是一个开始，问题的核心并非要去做一番思想史的因果解

释，追查政治生态和诸思想脉络的变化如何客观地影响了它们的分流，
也不在于诉诸某种特定价值做出判断，而是说，我们要回到德国社会学

诞生的时刻，充分彰显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体会每一位经典作家探

索现代伦理生活道路时如何安顿这些价值，从中寻找同我们的传统和

处境具有共鸣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滕尼斯和齐美尔的社会科学

就不再是一段思想史的掌故，而触及到了现代学术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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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