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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的自由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从女性视角来看，康德的自由思

想在根本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康德赞成父权制意识形态，其自由概念建立在一套男性的利益基

础之上，将女性的弱者地位归于天性使然。尽管如此，康德自由精神的普遍主义品质又内在地包含

着消解其男性主义的逻辑可能或通道。康德至高的道德律或定言命令蕴含了妇女解放的思想，这

正是突破其理论局限而成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理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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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康德提出过很多宝贵的观点。他认

为自由存在于人头脑的理性之中，构成真正的自

我; 自我反过来又驾驭错误或非理性的自我表现，

从而做出有道德的正确的选择。康德将女性排除

于自由之外，因为妇女被看作缺少关键性的性格特

征( 例如理性和美德) ，而这是自由的本质。西方很

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康德的女性观本于他那个时代

对女性的偏见。通过性别视角审视康德的自由观，

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对康德理论的挑战可以发现，康

德的思想一方面包含了不平衡的性别期望，使得女

性被剥夺了如男性那样充分发展其理性才能的机

会; 另一方面，康德哲学也提供了拒绝歧视的反思

性工具。

一、康德自由思想的男性主义特质

康德强调自由是完全个人的，是个人意志。对

康德而言，所谓自由依赖于何谓个体。个体本质上

在于意志，意志必须由准则本身来指导，准则就是

“我”为自己制定的规则，为“我”提供路标、原则、提
示和限制欲望的界限———他律。为了达到自制，

“我”必须遵循这些准则; 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制

定“我”要遵循的准则。如果“我”只是遵循别人为

“我”制定的规则，“我”就不是自主的; 如果“我”为

自己制定遵循的准则，那么“我”就是在遵循自己的

意志，自主地行动。这些规则或准则必须通过理性

的使用而“自发”产生。尽管康德式的主体不可能

脱离身体或经验世界，但他们不会完全受其控制，

因为他们拥有理性。即，康德将自由定义为意志，

意志反过来定义为“有理性存在物”的权力。
接着，康德进一步认识到自由的限制可能是内

在的，而不只是外在的。当理性倾向不足时，命令

为我们提供了道德上的“应当”。康德认为，真正自

由所需要的是道德律令。道德律令将准则的观念

带到一个普遍律令。一条准则或许只适用于“我”，

一条道德法令则超越于“我”个人的环境和经验，一

条准则允许“我”将自身、也将他人看作是目的而非

手段。因为这种普遍化，道德律令就比准则对个体

产生更大的道德力量。“因此道德律在人类那里是

一个命令，它以定言的方式提出要求，因为这法则

是无条件的; 这样一个意志与法则的关系就是以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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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名的从属性，它意味着对一个行动的某种强

制，虽然只是由理性及其客观法则来强迫，而这行

动因此就称之为义务。”①就是说，我们理性地行动、
履行责任，这样我们才可能是自由的。由此而来的

自由不可能来自外部源泉，而必须是由内而外。个

体必须依赖自身的理性来决定合适的行为，使其成

为自由自决的个体。
康德将自由的居所置于规律和道德，特别是定

言命令。定言命令最基本的陈述是: “要只按照你

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②自由的

本质就是有理性的人必须把自身当作目的而非手

段，这一命令可称其为“道德诫命”。根据康德的观

点，道德律令是我们表达自身行为的道德基石。每

当“我”做决定时，“我”必须检验哪些人将会受到影

响，他们是否获得了我所期望的尊敬。这就是定言

命令所说的: “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

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

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③这里要区分两方面

的含义。根据康德的观点，定言命令既包括禁令也

包括义务，前者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把人用作是手

段，即违背其意愿将其视为工具。义务走得更远，

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考虑到他人具有决定其目的

的能力本身，包含了我们不能削弱他人的自由; 相

反我们有义务尽可能帮助他人实现其目的，这就是

爱的责任，这可从定言命令中推出。
在康德那里，自由不能没有理性。然而，康德

眼中的女性是没有理性的。这样，康德就通过将女

性排除在理性之外的方式来将其进而排除在自由

之外。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说，男人和女

人虽然拥有同样的“理智”，但是女性更具“优美的

理智”，而男人“应当拥有更深沉的崇高”。优美的

观念预示了女性不仅仅是现象界存在物，女性对善

的喜爱和对恶的憎恶不只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她

们对美的癖好:“女性对一切美丽的、秀媚的和装饰

性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强烈感情。”④对照而

言，男人遵循理性告诉他们所必须遵循的定言命

令，诉诸于责任感和意志来遵守这些职责; 而女性

则天然倾向于善，因为感官与现象使她们愉悦，“没

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必须，没有什么义务”动摇女

性对善的追求，只因为她们如此喜爱美丽。⑤由此，

康德推出“她那世界智慧并不在于推理能力，而在

于感受能力”。⑥“有学问的女人，她们需要书籍就像

需要表一样。她们戴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

一块表，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或是走得准 不

准时。”⑦

康德将女性的本质看作是更多地由其性别而

非理性所决定。女性受情感的限制或因为其非理

性，不可能独立，因此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由此，

女性被 否 定 了 获 得 自 由 的 一 个 关 键 条 件。赫 尔

塔·当塞克( Herta． Docekal) 指出:“康德认为女性

无法根据他所描述的理想道德类型行动，只有男人

才能根据道德律而行动，只有男人会出于责任感而

为善。”因为只有他们具有理性。⑧ 康德强调理性是

自治的体现。自治与自由紧密连接，只有自治、自

律的人才能按原则行动。康德说:“我很难相信，美

丽的性别是能够有原则的。”⑨女性在康德的蓝图中

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可见，康德将女性规定为非

理性，充分说明了他的自由观具有性别化的特征。

二、康德男性化自由思想溯因

康德的自由思想显然符合他所生活的那个时

代的观念，他对妇女的自由、理性持消极甚至反对

的态度。根据主流女性主义对康德的解读，康德认

为妇女具有天然的依赖性; 即便并非天然具有依赖

性，他也相信她们应当依赖于自身的善、社会的善

以及特别要依赖男人。为了使女性具有依赖性，康

德必须使她们变得非理性。南茜·赫斯曼( Nancy
Hirschmann) 认为: “康德对女性不是描述，而是规

定女性为非理性。他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

都将女性构建为非理性，即康德不仅在理性的定义

中排除女性，而且在实践经验中确保她们无法获得

理性的技能。”瑏瑠的确，康德并非认为女性没有理性

能力，而是不应当发展其理性能力，因为这会损害

其“优美”感。康德的意思是女性永远都不要独立，

也就不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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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不仅继承了他那个时代男女不平等的观

念，而且试图将其作为客观真理传于后代。女性追

求美丽的标准完全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康德却认定

是由女性本性使然，因为感官与现象使她们愉悦。
康德还论证了女性的“虚荣心”:“虚荣是人们所如

此之频繁地加在美丽的性别的身上的，但那就是她

们的一个缺点而言，也还是一个美丽的缺点。因为

她们确实是由此而给她们的魅力注入了生气。”①

康德宣称，女性不应当讨论任何严肃的事情，且应

当放弃对理性的追求或深刻的思考: “辛苦地学习

或艰难地思索，哪怕一个女性在这方面有高度的成

就，也会消灭她那女性本身所固有的优点”，特别是

“它同时削弱了女性能用来对于男性施加巨大威力

的那种魅力”。这样的女性“可以因此而长出胡须

来了”②。女性显然并非没有严密思维的能力，而是

康德希望她如此，以服务于更大的目的———男人的

完美。
康德对女性美的描述完全适合传统的女性化

刻板模式，美的标准也完全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康

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对女性美的描述局限

于传统，甚至是陈腐的。如描述女性“柔弱”、“胆

小”、“寻求保护”、“贤淑”、“善于辞令和富于表情”
等，康德期望女性确保优美，男性就可能占据崇高

的王国。就契约理论而言，虽然康德承认女性有进

入婚姻契约的能力，但他否定女性是成熟的个体，

不可能成为具有签契约能力的完全公民。自治自

律的主体概念是契约论的核心，但不能适用于女

性，女性因其性别被排除在外。政治被官方定义为

男性的领域，女性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活动应只局限

于家庭，作为一个合法的成员只对丈夫产生影响;

男人则可作为政治成员集中参加法律议会。正如

卢梭在《爱弥尔》中要求的那样:“女人们所受的种

种教育，都要和男人密切相关。女人的天职是使男

人得到快乐，帮助他们干些什么，得到他们的爱和

尊重，抚养幼年时期的他们，关怀壮年时期的他们，

向他们提供忠告和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富有乐

趣———这些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女性的职责。”③如

此不难看出，康德所高举的自由是男性主义的，是

以否定女性的自由为前提的。

三、超越的可能性

康德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性品格内在地包含

着自我解构男性主义自由观的通道。根据康德的

思想，普遍的才是绝对的。普遍的必定内在包含着

女性，缺失女性的人类自由不是普遍自由。康德的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在价值层面上蕴含了人与人

本质上是平等的、人性平等原则表明不让个体失去

其发展机会和资源、限制否定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不

正义的等思想。
( 一) 人是可以建构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

存在

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认为女性更具

“优美的理智”，而男人“应当拥有更深沉的崇高”，

这就暗含了理性能力并非天然的，而是必须培养建

构的。女性必须被积极地“建构”朝向优美的方向

发展，她们必须被教育应当如何。“优美的理智选

择一切与美好的感觉密切相关的东西作为自己的

对象……因此，女性就不要去学习几何学……美丽

的性别可以把笛卡尔的漩涡论永远都留给笛卡尔

本人去运转，自己不必去操心。”④可见，康德认为女

性并非没有理性能力，而是不应当发展其理性能

力，因为这会损害“优美”感。这对女性而言也是必

须的，以和男性“深沉”的理性能力相互补充。⑤ 康

德关于女性理性能力的模糊甚至矛盾的论述，表明

康德持性别等级观念，高扬男性优势、男性自由; 但

从另一方面同时说明，女性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

从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不完全的人”转变

为一个理性自治的主体; 从心甘情愿听命于别人转

变为富有责任的公民; 从习惯于以别人的思想代替

自己的思想转变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能力、
能够自我决定的主体。

( 二) 人( 包括女人) 是目的性而非手段性存在

康德的“永远不要把人作为手段”的禁令运用

于女性身上，凸显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也暗含了

性别平等的理念。如对由性别原因而导致的同工

不同酬是女性主义批判的对象之一，其理论基础是

每个个体应当受到平等的尊重，不受性别、年龄、种
族和宗教等影响，承认个体的人具有天赋尊严和平

等权利。一方面，双重工资标准是违背当事人意愿

而将他人意志工具化，女性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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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获取和男性同事一样的薪水。没有任何一

个女性同意这样的安排，也不会情愿分享雇主的目

的，但是她们往往别无选择，只好委曲求全。在这

一点上，康德关于手段的论述揭露了工作契约压制

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因为

性别而付给女性较少的薪水本身就没有将女性看

作独立的个体。根据性别而非成就和资格来决定

其薪水的级别，显然没有将女性作为有选择其目的

能力的个体来看待。成为女性就意味着接受低等

待遇，这样的断言解释了定言命令的基础: 违背所

有女性的意愿而将其工具化。萨莉·塞奇维克说:

“康德对女性的判断不仅反映了他恰当使用定言命

令的失败，而且也是对定言命令本身的偏见。”①

因为康德将女性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使得

这一原则无法运用于女性身上。然而，当定言命令

应用于性别歧视现象，“不把他人看作工具”的禁令

要求我们检验自己是否牵涉到对女性的歧视，同时

受到歧视的女性也有责任拒绝被歧视。这样，作为

目的的定言命令不仅涉及到“我”对他人的行事方

式，而且牵涉到“我”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应使自己

成为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要成为目的。由此，每

个女性都有责任声明，在自己与他人关系中值得被

平等对待。每个人都有权不受性别影响而得到他

人的尊敬，每个人行使自由包含着承认他人自由的

自由。这也是康德“人是目的”命题在今天的积极

意义: 尊重个体存在、尊重个体人格独立。这是自

由的前提也是其最终归宿。
( 三) 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性存在

康德的婚姻观既肯定又否定妇女是“主体”。
一方面，他的哲学以这一假设为基础: 每一个人都

有理性，因此都具有根据普遍的道德法则行动和参

与公民生活的能力; 另一方面，人的能力是有性别

差异的。② 在婚姻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丈夫是妻

子“天然的监护人”。康德性别等级的自由观使得

他认为，女性不应当发展她们的理性，女性最好永

远都不要独立，也就不能获得自由。这与康德对家

庭的计划是一致的，家庭的重要基础是女性需要男

性的保护。不仅是因为怀孕生产使得女性处于弱

势地位，而且是因为女性意识到这种弱势而变得胆

小和害怕，寻求男性的保护。再者，因为家庭是道

德的基础，是教育孩子的基石，那么妇女在家庭中

的屈从地位是道德的必要基础。因为道德和理性

不可分割地与康德的自由概念相联，妇女的屈从地

位是男人理性和因之而来的自由的必要条件。透

过性别视角可以看到，康德理论没有赋予女性以主

体性，造成女性关于自身存在自由理念和自由精神

的缺失。但是，这并非天生注定。人( 包括女性) 是

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之时，必

然会思考“我是谁”这一核心概念。她们将在捍卫

自由权利的同时，告诉世人，理性而自治主体绝非

局限于一个性别。
( 四) 人是自由的存在

康德没有强迫人们自由，但他的确评估了自由

的贫穷与富有。康德相信，顺从欲望的自由是空洞

的、没有价值的; 若没有理性和定言命令，“我”所拥

有的自由是枯萎而浅薄的。康德认为人们想要自

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必须与定

言命令相一致。这只有那些理性的、自治的主体才

可获得。女性由于不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或不具

有理性而被排除在外。通过性别的视角我们就会

清楚地看到，康德发展的自由并非如他所讲是“超

验的”，而是反映具体社会背景下具体人的自由，即

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的、启蒙时代的男人的自由。
虽然康德的自由是为保护男性利益而建构的，但并

不意味着他的自由概念不适用于女性。相反，它可

以帮助女性认识到自我是以真实的自由为内在规

定性的，意识到人是以自由的自我为目的的存在，

这是人全部尊严的源泉。因此，女性应当首先发展

个体的自主性，包括选择和确定自身多方面的发展

目标，争取个体自由发展的权利。康德的自由思想

必然使女性受惠，帮助女性培养“自由的”自我意

识，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存在者，所以每个人必须被

允许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最终因其意志行为的自主

性而获得自由的绝对性。21 世纪的女性在理解女

性自我形成的过程和思考未来的新的发展空间中，

定然会冲破性别的束缚，敢于做自由人。

【责任编辑: 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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