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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成为社会群体首要意义的情况下，个人谈不上什么生

命权利。是死亡还是生存，在取决于食物是否充沛、是否不

被野兽侵犯之外，完全取决于家族的生存需要。这是亲缘性

群体选择的结果，也是亲缘性利他的必要手段。当氏族出现

后，个人生命是否保存，则取决于氏族的保存需要，是亲缘

性利他与互惠性利他混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当人类结

成群体而生存时，个体的权利就需要通过群体活动来予以保

障，存在群体对个体的管理活动。 在原始社会里，发生故意

杀害他人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1）氏族进行祭祀的需要

；（2）氏族之间发生的流血性冲突（战争）。但不管是祭祀

，还是战争，将某人杀死，势必产生对杀人者的处理问题。

就被害人而言，是要对杀人者实施回复性侵害，将被害人遭

受的痛苦与苦难也施加在杀人者身上，即“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复仇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杀人者，有时候还扩大到

杀人者的亲属，或者是亲属中的优秀分子，或者采用对待原

则杀死杀人者的同样亲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

：被害人死亡之后，亲属与之的合作关系被打断，并且产生

情感上的痛苦，进而产生对杀人者的回复性侵害的心理。而

且，与人的两方面本能分不开：一是亲缘性利他合作关系，

二是情感。而这两种本能都与亲缘群体内部的血缘关系有关

。 但是，复仇情绪并不限于家属内部，而是随着社会群体的

扩大而有所扩展。从家庭到家族，再到氏族，人的群体生活



规模扩大。虽然氏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基础，但具体的个体

之间并不都存在非常紧密的亲属关系。血亲关系逐步淡漠后

，社会群体的存在不再仅依赖于上述亲缘性利他，而是更多

地依赖于互惠性利他。而互惠性利他较多地具有理性的意味

，也导致了同情心的扩展，即对亲属的情感也延伸到非亲属

，甚至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这就导致氏族内部产生了对被害

人的同情心与对杀人者的回复性侵害心理。于是，对杀人者

的回复性侵害不再是家属内部的事情，而是涉及氏族重大利

益的事件。氏族对被害家属复仇的关心，最初体现为对复仇

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而氏族的群体生活是基于整体利益进行

的，不管是民主决策，还是氏族首领（头人）决定，复仇不

再由亲属独自行动，而是由氏族进行处理。复仇也就由亲属

的义务就逐步过渡为氏族的义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氏族

全部职责的一部分。如早期日耳曼法律规定，部族将杀人者

宣布为不受保护的，部族内的任何成员都可将其杀死。 后来

，随着部落、部落联盟的出现，氏族之间发生杀人事件，就

由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首领来处理，处死杀人者的事情也不

必由被害人家属或者被害人所处的氏族来办，而是由首领派

人来实施。这样，对杀人的回复性侵害，就完全成为第三方

以居中的名义对杀人者实施的惩罚，被害方实施回复性侵害

的自然权利也逐步演化为第三方管理社会群体事务的权力。

当然，不同群体关系非常密切之后，或者人们发现保存劳动

力的意义更大之后，协商赔偿或将杀人者杀死成为安抚被害

亲属、补偿被害方失去劳动力的最好形式。所以，复仇的形

式就呈现出多样化，大多表现为三种形式：协商赔偿、将杀

人者杀死、杀伤性的氏族冲突（战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逐步出现了私有制，开始表现为氏族整体对某个战败群体

的占有与压迫，后来表现为氏族首领或者力量强大者对内部

生产资料的占有。 私有者的出现使得对氏族的控制也逐步私

有化。复仇事宜不再属于氏族的公共权力，而是首领的个人

权限。当私有制逐步加强后，首领也逐步加强了对氏族内部

成员的控制。如果杀人之间发生在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内部，

首领就有权力对该事件处理，决定处死杀人者。再加上祭祀

、战争等原因，首领逐步取得对成员的生杀予夺大权。而首

领以权力的名义处死成员，就成为死刑的最初形式。 综上所

述，私有制的出现导致社会群体统治力量的形成，也导致对

成员的控制力量逐步形成。统治力量以社会群体为名义、以

暴力为后盾对个体的生命拥有支配的权力。因此，即便从人

类形成社会群体的初期看，个人也从未将自己的生命权利交

给群体，而个人难以对自己生命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则是

因为生存竞争所致。既不存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契约，也不

存在对生命价值至上性的确认。不管是因为祭祀，还是因为

战争与复仇，个体对生命身不由己，由社会群体中的统治力

量统治，完全是群体选择、人自然进化的结果。从这意义上

看，死刑就是社会群体的统治力量对其控制群体的权力运用

。有论者则认为，死刑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死刑的社会基础使

然，而是权力的惯性以及权力本身的特征使然。 笔者认为，

这是有道理的，说明了死刑经过人类发展初期的群体选择后

逐步获得正当性的社会进化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