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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与政治延续性

姓 名： 刘 磊 学 号：16300270026 专 业： 法 学

内容摘要：陶片放逐法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雅典的民主政

治的存续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体现了刑法针对社会价值观，

对人的放逐包含着深刻的对个体的否定性、替代性和排除性，造成个体的心理痛

苦，在实现其阻断政治延续性目的的同时达到处罚效果。其实际实施的三个环节

都蕴含着对个体或某一党政派别势力的政治延续性的阻断，一些受罚者的事实体

现了其作用效果。无论是对受罚者、相对一方当权者和普通公民还是雅典整体的

民主政治来说，陶片放逐法就像一把政治的手术刀，是一种温和、人道、迂回、

明智而有效的实现政治权利平稳过渡和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陶片放逐法、政治延续性、阻断、刑罚、有效措施

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初，雅典于不断的探索中，经过梭伦、克利斯提尼和

伯里克利等政治家的改革，逐渐确立起了饮誉后世的民主政治。这套民主政治中，

陶片放逐法是一项独特而重要的制度。虽然其后期或者从开始就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是从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和实际的实施情况及效果来看，其对于雅典的民主政治

有着重要的意义。

刑罚的有效性和意义就在于刑罚通过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层面对一个人的行

为给予消极的评价，否定其行为，达到使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的处罚目的。
1
作

为对对城邦有威胁人的一种处罚手段，陶片放逐法也是基于这样的机理，其实质

是一种流放，是一种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层面对人的否定。这种否定带来的直接

效果就是对受流放者的政治阻断，使其政治关系的连续性受到阻隔。下面，笔者

将从其作用机理、实际实施和切实效果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 作用机理

刑罚是针对社会整体所认同的价值观的。陶片放逐法针对当时雅典公民所追

求的公民权和共同体意识而发挥作用，对公民的放逐，体现强烈的否定性、替代

性和排除性特征。

首先是否定性。陶片放逐法需要满足 6000 的有效投票数，被放逐的是得到票

数最多的“可能威胁城邦民主政治的人”。
2
多数人都对一个人投否定票，从侧面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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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行为受到了多数人的否定。投票时，每一个参与投票的公民都是审判员和监

察者，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对一个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再通过最终的票数统

计来验证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这还只是个体对个人行为的否定，而最严重的则是

最终的集体对个人行为的否定。

在公民大会的体制下，陶片放逐法实施的三个环节，每一个都蕴含着集体对

个人行为的否定性。每年冬天的第六个议事会，公民大会提案讨论要不要实施陶

片放逐法，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存在受到集体否定的可能性；来年春天的第八个

议事会，以 6000 票为有效投票的公民投票，加强的这种否定的可能性；
3
最后分类

统计得票数，并决定被放逐者，直接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的确定性。这种最终以集

体同意的否定来处罚个人，个人是无法辩驳反抗的，
4
因为这是国家公权对个体私

权作出的决策，私权很难得到救济或者奋起反抗，甚至得到承认其弱小的怜悯。

在当时的雅典，这种否定对个体来说是痛苦的。这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

集体价值观推导出。雅典人的教育从小就重视论辩、竞赛等公众表现，
5
而这些行

为表现都是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的，甚至说这些活动都是以他人的认可为组成要

素的。这种从小就扎根内心的认同需求将伴随个体的成长反应到个体一生的行为

中。
6
而陶片放逐法正是从这个价值观的发轫处，对其遏制，而且是以集体的方式

作出，这对于个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从历来的记载及学者的观点来看，从

希帕库斯到阿利斯提德，再到海柏波拉斯，被放逐者都是地位显赫、名望极高的

政治人物。
7
可以肯定，这些人从童年成长为被放逐前雅典政坛的风云人物，得到

了众多的肯定、荣誉、支持和赞许。面对几十年的肯定和荣誉带来的被认同心理

惯性和瞬间的集体否定的事实的冲击，他们会产生极大的心理痛苦。这种痛苦恰

恰满足了刑罚的有效性。

其次是替代性。据史料的内容推断，每次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放逐，都是两个

或者多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党派角逐的结果，败者流亡，胜者当权。
8
这不得不让

我们想到放逐法后面隐含的替代性。而且，雅典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也要求放逐

法背后必须包含替代性，即一个走了，必须有另一个来维护政局，保证国家机器

的正常运行。虽然说，对于一个当权者的放逐会损害到政治的延续性，也就是本

文所论述的，陶片放逐法是在阻断政治的延续性，但是，这种阻断，作用对象是

个体或者某一派别，其目的是有效的限制一方势力膨胀发展为威胁城邦民主制度

的特权怪物，而城邦整体的政治延续性，将会由下一个替代者来维系。

和否定性相同，这种替代性对个体来说也是极度痛苦的。我们依然可以从雅

3 John 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7
4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第二卷上册第 275-282，373-376 页
6 [英] F.I.芬利：《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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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捕捉到信息。民主政治时期的雅典，公民有着广泛而繁多的

公共活动，如泛雅典人节、酒会以及公民大会。
9
这些活动的参与，带来的一个重

要后果就是：公民有着强烈的独特意识，十分强调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除此以外，

从小的教育和论辩术的盛行都注重公民个性的展现。以上原因加上直接民主制度

的实施，都把国内公民内心的不可替代性和政治参与意识推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当个体受到他者的替代时，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个体已经成为了一个选择项，

而且是那个无效的、被抛弃的选择项。这对于崇尚参与和追求个性的公民来说，

痛苦不言而喻。

上面还只是从一般的认识分析，若结合事实情况，事情就会显得严重得多。

事实表明，被放逐的对象都有着相当的从政或者掌权经历，
10
这使得他们对于替代

性更加敏感。政治或者战场上的角逐大多都是“零”和“一”的游戏，很少容许

“二”的存在，其背后就是严格的替代性规则。陶片放逐法所实现的效果：一方

放逐，一方当权，而且以公共权力——公民大会的形式对这种结果加以确定。这

就导致一个更高的权威，将个人压制在替代性下面，痛苦而不得动弹。

最后是排除性。显然，从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陶片放逐法的排除性，这

种排除性是以上面的否定性和替代性为前提的。正是因为对个体行为给予否定评

价的同时，还有对其进行替代的选择性，公民大会才会有理由和底气对一个人实

施排除性的放逐。

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受后人推崇的一点就是其赋予公民广泛的公

民权。但是，这种公民权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说是少数人手里的广泛公民权。
11
这种已经排除了外邦人、奴隶、妇女和孩子的公民权，在公民被放逐期间，也自

动失去。虽然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公民在被放逐期间，保留着财产的收入权，放

逐回归后又可以恢复以前的权利和财产，
12
这是对被放逐者的褒奖。但是，如果从

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相对于公民参政议政权利

的剥夺，都不是重要的。

当时，整个希腊，整个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大都处在奴隶制或封建制时

期，雅典的民主制可谓鹤立鸡群。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斗争，最终争取得到

民主权利，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公民为民主制的付出加固了其对公民权利的珍

惜。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参政议政，行使自己的权利，

是公民权的重要内容。而对公民的放逐，要求其在十天内处理完一切事务，离开

共同体十年，这对于把参与政治作为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公民来说的及

其痛苦的。再者，根据资料显示，当时的雅典，甚至整个希腊世界，大量的财富

9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第二卷上册第 258-260页；

[法国] 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132-133 页
1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6.
11 陈恒：《失落的文明：古希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33页
12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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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奴隶来经手创造的，是奴隶来代替主人经营农业和商业，从事生产劳动被认

为的低贱的。
13
所以，对被放逐者来说，财产收入相较于政治参与来说是微不足道

的。

综上所述，陶片放逐法针对当时雅典社会所认同的公民权、共同体意识和竞

争意识等价值观，将剥夺公民权后的公民放逐出城邦共同体，具有强烈的否定性、

替代性和排除性。这一手段带来的效果是：将公民排除出共同体，经过十年的阻

断期，使得旧的势力渐渐消退，新的势力逐渐发展，切断了个体或某一党派的政

治延续性，给受流放者造成了强烈的剥夺感和打击。

二、 实际实施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相关记载，陶片放逐法由克利斯提尼在其

当政期间（约公元前 509—508 年）创立，一直到公元前 487 年才首次实施，直到

公元前 415 最后一位被放逐者海柏波拉斯后结束实施。
14
在这大约 90 年的时间里，

大约有 12 人遭到了放逐，而且这 12 个人，基本都是当时雅典政坛显赫人物，对

雅典都用重大功劳。这些人物受到放逐的原因或许存在差别，但是其实施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适时的阻断了这些显赫政治家的政治发展的延续性。如笔者上面

所说，这种阻断，是针对个体或者某一党政派别的，而城邦共同体整体的政治延

续性将会由下一个替代者来维系。

陶片放逐法的实施需要经过三个环节，笔者暂且把它们概括为：启动程序、

投票表决和裁决实施。
15
这三个环节，是递进式的完成过程，缺少任何一个环节，

放逐的程序都不能正常完成。这三个环节，像一把手术刀，渐渐逼近政治的延续

性。

第一个环节，每年的冬天，雅典地中海式气候的雨季，雅典公民较为空闲的

时间，公民大会召开第六次会议，由公民举手表决当年是否需要启动陶片放逐法

程序。
16
这是一种合法的、民主的启动程序，表决的结果表明公民觉得是否有遏制

某个掌权者或某一党派的政治权威的必要性。显然，这就从侧面说明公民平时对

当权者的监督和广泛参政的惯性，如果公民对当权者的信息是闭塞的或者很少参

与公共政治活动，就很难进行投票。

第二个环节，来年的春天，在表决启动陶片放逐法的前提下，公民将在名叫

阿哥拉的中央广场进行投票表决。表决过程采取了密保隔离措施，这些一方面是

为了保证投票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体现程序合法，彰显雅典政治的民主

精神。公民的投票，是其对个别当权者或者党政派别的行为评价和裁决，被投票

13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第二卷上册第 359-361 页；
1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4. 中译据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5 John 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7
1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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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是其否定者，未被投票者，就是其默许支持者。这样的彼此间不知道结果

的投票，是个体公民的自识认知和观点表达，似乎他们各自拿着一把政治的手术

刀，将自己认为会影响到城邦共同体民主政治的政治细胞或者政治组织切除，以

防止其继续生长威胁到城邦的民主政体。

第三个环节，投票结束后，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合和统计，决定最终将被放逐

的人员。这个环节的结果必然性已经包含在第二阶段的投票中，一个个公民的陶

片，铸就了最终的结果。统计出得票最多的人员，将会由公民大会宣布被城邦放

逐出共同体，虽然说有必要时会被提前召回，但是放逐期间，其不享有公民权利。

而且，更加需要强调的是，公民对于大会的放逐判决不能辩驳，只能在十日满之

后自动履行。
17
这是一种以强大的公权的形式，对个体权利进行碾压，公民政治表

决的合意，决定了最终将个体从政治共同体中切除。

这三个环节的实施，对个体政治权威阻隔的必要性一步步明确、清晰，直到

最终受流放者确实因流放而未能在原有的政治基础上发展膨胀，这项措施的效果

才算真正实现。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平民力量不断增长，贵族力量衰弱，这有利于更好的

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
18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更迭时期，越是需要和平的过渡。各

个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别的权威发展和力量角逐会严重威胁到城邦来之不易的民主

政治。对特殊权威和政治影响力的有效阻隔现实而迫切，这就使得陶片放逐法的

启动实施成为必要。在陶片放逐法实施的约 70 年里，基本每次都起到了对某个或

者某派政治势力的阻断作用。从而较好的保持了雅典政局的稳定。

马拉松战役之后，第一个遭到放逐的是僭主派的领袖和朋友希帕库斯，其曾

当选雅典的执政官和将军，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不得不引起公民对其复辟僭主政

治的担忧。为了有效的防止僭主政治死灰复燃，公民最终决定通过陶片放逐法来

阻断他的政治延续性。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次放逐实现了城邦的目的。第二个被

放逐的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成员——麦加克莱斯。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阿尔克

麦翁家族是僭主政治的强烈反对者，曾是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政权竞争对手。
19
依此

可以推断出，阿尔克麦翁家族有着强大的政治权威性。所以，对其关键代表人物

麦加克莱斯的放逐，也应该是出于阻断其政治延续性的考虑。第三个被放逐者，

据学者的推测，应该是卡利亚斯，他和第四位被放逐者克桑提波斯一样，都和阿

尔克麦翁家族有密切联系。如果这些史料和推测属实，那么可以想象当时雅典城

邦内的阿尔克麦翁家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派别。

以上这些人物，都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因战功和政策

17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1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9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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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而名声鹊起的英雄，同样在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遭到放逐。
20
阿利斯提德—

—反抗波斯入侵的雅典英雄，在战后的希腊政坛影响力遍及各个城邦。但是，这

种太强大的政治权威将可能是民主政治的巨大威胁。所以，雅典公民选择放逐了

他，虽然有目不识丁的公民因听腻了他的名字而请他为其刻写他的名字以放逐他

的记载，
21
但是，其背后深刻的作用机理仍然是阻断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和

阿利斯提德有着相似经历的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同是战争的英雄和对城邦有贡

献者，最终被雅典公民放逐。

以上事实表明，陶片放逐法的作用效果确实是通过阻断某个个体或党政派别

的政治延续性来实现的。而且被放逐的每一个，似乎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体

现了陶片放逐法的阻断政治延续性的有效性。

三、 切实效果

刑法的效果不在于其残酷性，而在于其确定性，作为处罚手段的陶片放逐法

同样如此。史料记载事实表明，它的实施给雅典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巩固作

用，以至于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曾这样感慨：没有这项制度，雅典民主制的其他各

项制度都难以达到完善。
22
可以说，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如同一把温和的政治手术刀，

它借助于一种合理有效的公权力的方式，将个体的政治延续性在不能反抗的情况

下切断。这种方式的效果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对于被放逐者来说，这是一种温和、人道的方式。对受罚者剥夺公民

权利后的放逐造成的是内部性的伤势，而非外部性的创口。被放逐的公民，从叱

咤风云的政坛红星瞬间落草为政治流民，内心的被否定、被替代、被剥夺和被共

同体抛弃感齐聚袭来，这对于崇尚参政和共同体意识的雅典公民，尤其是政治人

物来说，是巨大的内心打击和惩处。但是，这种失落感、挫败感是可以通过自我

精神调节治愈的。所以，笔者把它定义为内部性的伤势。对于公民的财产和家属，

城邦没有处罚的牵连性，被流放者在刑满归来后，仍然可以恢复自己的公民权利。
23
这保证了受罚者保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不至于像封建专制君主间的

政治争夺那样拼个你死我活，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所以，笔者把它定义为外部

性的创口。

对于受罚者来说，这是一场温和的、人道的政治手术，只要其不再威胁到城

邦的民主政治，就可以安然无恙。
24

其二，对于相对应的当权一方和普通公民来说，这是一种迂回的、民智的手

段。以传统的惯性思维，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经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的

20 佛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第 166-167页
21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22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M].V4, London; Everyman Library, 1906.
23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24 [美] 弗格森：《古希腊-罗马文明：社会、思想和文化》（下），李丽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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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维里，政治斗争最终都是血腥残酷的。无论是秦末的楚汉征伐、汉末的

三国鼎立，还是晚唐的五代十国混乱，无不是某些政治势力的明显膨胀和相互厮

杀。这些斗争都是残酷的，而且基本结局都是：一方完全被消灭，另一方也正走

在被消灭的路上。而从雅典的陶片放逐法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的当权一方采

用的是迂回柔和的方式，不需要鱼死网破的相互攻伐，仅仅通过公民表决——国

家公权的形式，将另一方逐出政坛。这是一种民智的手段，普通公民也不需要在

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赤裸裸的政治选队，从而减少了公民内部可能的矛盾。

无疑，这对相对当权者一方来说，只要另一方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存在或者不

再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就是很好的结果，
25
自己也可以保存最大的精力投身到接

下来的城邦政治建设中。

其三，对于整个雅典的民主政治来说，这是可供选择的较好的结果。通过公

民投票放逐的方法来阻断逐渐臃肿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把民主政治最可能的内部

威胁适时的剪除，因为这些势力大都是处在相对的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处在其自

身接近于好而可能有向坏的方向转变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较好的保留了有生力

量，维系城邦整体的政治延续性，因为放逐的过程是以集体的形式作出的，不需

要太多后备力量对需要阻断的势力进行斗争。事实也证明，这项制度成功的化解

了雅典精英间的冲突，使得精英们既能够将自己的才能适时适量的用于为国家服

务，又能够不对国家造成损害。例如，据相关史料记载，被放逐的多数政治家，

都没有再度反叛，而且在城邦面对外敌入侵时，诸如阿利斯提德、克桑提波斯等

被召回，并再度为城邦贡献自己的才智，在战争中成为国家英雄。
26

所以，这种公共权力作出的放逐，收到了阻断威胁势力、保持有生力量和维

护权力平稳有序过渡的一箭三雕的效果。对于雅典的民主政治来说，这是一种可

选结果中的较好的结果。

综上所述，陶片放逐法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的作

用机理、实际的实施和事实的效果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其通过公权力的形式放逐

某一个体或者某一派别显著的政治势力，来达到对政治延续性的阻断，实现城邦

民主政治的平稳、持续发展。陶片放逐法背后的所发挥的实质效果，仍值得我不

断反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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