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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从哪里来》

内容概要

罗振宇解读
《正义从哪里来》是罗辑思维书店典藏熊逸的第6本书。
熊逸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切存有争议的问题，都拿到一个平台上作充分而公开的讨论。
这场讨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认真倾听并思考，除了不能人身攻击，必须遵循逻辑外，讨论不受任何
限制。
无论是政策、法律、道德问题，无论是敌对的国民，还是陷于误会的好友，在所有观众面前都开诚布
公。
他的梦想竟然实现了，在书里。
一席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知识大餐
关于正义的话题，熊逸组织了一场国际大专辩论赛。
不管是儒家、道家、墨家、新教、天主教、犹太教，
还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庄子、释迦、斯宾诺莎、涂尔干、罗素、康德、蒙田、哈耶克、
弗洛姆⋯⋯
古往今来的圣贤大哲，亮出自己的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台。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心灵地图
其实你别想一劳永逸地知道熊逸到底怎么看，他根本热衷于到处拆台——
“天赋人权”不过是一个谎言，谁也证明不出来人为什么会“天然地”享有某些权利，即使诉诸神学
也不能解释。
社群主义的连带责任会要求牺牲无辜者的生命以维护集体利益。
功利主义的相对性经不起推敲，要不比我们高级的外星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杀掉我们，并不比我们为了
果腹杀牛更坏。
自由意志到底能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面临两难。
康德把该属于情感范畴的道德归于理性也难免谬误。
平等从来只是平等者内部的平等，人最真实的处境是不自由，不独立，不平等⋯⋯
关于正义的问题，一圈讨论下来，似乎谁都不占理。
原本你觉得心知肚明的事，这回反而糊涂了。
一个你是否具备独立人格的智力测试。
问题结束的时候，思考开始了。这恰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当正义成为一种抽象的政治正确，甚至成为某些人用以攻击另一些人的工具，对正义本身的质疑，就
有了某种反“洗脑”的意味。
身处这样一个特别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
训练自己独立思考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往圣先贤都试着推倒。
也许最后你还会相信什么，但那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那已经是你自己的思考了。
如果没有经过否定再肯定的过程，
无论你信谁，其实都是盲从，包括我罗胖。
读这本书，就像进入一个熊逸精心布局的智力迷宫。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遭到他的伏击，若能棋逢对手地跟他过招一二，那会是特别爽的阅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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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从哪里来》

书籍目录

序言　似是而非种种
第一章　要幸福还是要公正？
第二章　何谓正义，是具体的目标还是抽象的准则？
第三章　高贵的谎言
第四章　作为社群主义者的上帝
第五章　从奥米拉斯的孩子到巴厘岛的王妃
第六章　自由意志的两难
第七章　原罪的两难
第八章　康德的失误
第九章　正义的两个来源：强者的利益与人性的同情
第十章　人的真实与必然的处境：不自由，不独立，不平等
第十一章　伟大的嫉妒心
参考资料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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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从哪里来》

精彩短评

1、有一种书看来是为了消遣  有一种书看来是为了提升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正义从哪里来》就是后
一类
2、越看越模糊什么是正义的神作
3、这本书干脆改名叫《正义的神学性》算了
4、这本书是逻辑思维推荐的，是本好书（但是装帧质量真的有待提高）。书中的思辨，让我感觉十
分过瘾而且有趣，甚至有些拍案叫绝的冲动——很正常，这里很多都是引用一些思想大家的观点，精
彩的段落自然很多（我应该再买一本用来划记号）。熊逸能把他们汇集在一起，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赞！但是！但是！但是！ 纵观全书，全是思辨，而没有结论。一个朋友在看了标题的之后，一句话
概括“事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觉得这就是“正义”的本质，而“度”才是核心，要做到度
，“博弈”才是真实的过程。。。果然，全书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两段写道“所谓正义，不过是在世人
的磨合、博弈中诞生出来的一种观念产品...古希腊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完美的形式，我赞同他们的看法
”，作者！你很牛啊，把结论放在了最后一句话，还是在后记里面。这本书至少应该读3遍。
5、对于正义的理解就好像当年看“公正”公开课的时候一样，越仔细的思考，越会对人性有更深刻
的体察，或者叫做洞悉。
6、听了罗胖的介绍，哈哈吧熊逸的书全部都看了一遍，读完有种相遇恨晚的感觉⋯⋯⋯⋯
7、深刻。
8、举例范围特别广泛，涵盖古今中外，作者博览群书，对具体的论点都能引经据典，各种哲学家的
论点都能信手拈来，看着非常酣畅淋漓
9、或许是因为话题过于严肃，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停地走神，每到这时，往往又会被通俗易懂的
小故事拉回来。这本书展示了熊逸深厚的哲学、神学水准。尽管熊逸被罗胖子称为隐士，对其知之甚
少。但从其文字，可以初步判断他应该在1980年代读大学。
10、「想读」里面的中文作品越来越少了⋯⋯
有一些读不懂。不过不是因为熊逸老师文笔不好，而是我水平太差。
11、读完，大汗淋漓
12、未读此书之前，自认为对正义有着明确的概念。读完之后，倒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熊逸在书中
旁征博引，虽有掉书袋之嫌，但却发人深思，值得在下雨的夜晚静静品读。2016.10.13~2016.11.8
13、看熊如何谋杀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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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从哪里来》

精彩书评

1、别人推荐的时候就告诉我。有的书你走进去出不来，有的你怎么使劲也进不去，而这是一本进得
去也出的轻巧的书。看完后，觉得作者的风格很严谨，而且有目的性，从道理从学术而言，例子都经
得起推敲，敢直言，这样能把事说透。不过，退一步而言，这些都只是基本素质。真正打动我的，是
它的多重论述，它的立意。一瞬间，把我的价值观，全都击溃拆碎。我就整一个裸人了。如果一个没
人价值观，或者说一块价值观突然空缺的人，怎么活着。我觉得自己没法活着，必须一口气看完，否
则好似行尸。许多论点，我跟朋友讨论了很久，觉得很深醒，也有价值。为什么我又甘断一臂呢？因
为我这信息时代的一个草芥。天天都是考证，学习各种先进知识技能。沉在心来好好思考思考实属不
易。不过，这不足以让我甘~有两点。1、技能可以学，德性、价值观难学。2、德性、价值观可以学
，学对的难。面对时代中，迷乱混杂的物质文化横流，找到一个真正纯粹的，我想说，不但靠努力，
还要靠运气。读完后有种狂夕死可矣的感觉，一臂算什么。
2、书讲的比较琐碎凌乱，像意识流一样，看到后面忘了前面，以至你总会莫名其妙，怎么聊到这里
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总结每一阶段都说了什么。我推测好熊其实不是系统的来写这本书的，
而是把平时读书的随想记录下来，最后记录的多了，汇编成书。因为其中太多经典的句子了。即便如
此，触类旁通当作杂谈来看也是很解读书馋的。序一、错位的因果、原点、逻辑。二、错位的武侠与
民族性格分析。三、宗教的理念跟实际世界的操作并不一致。四、大伦理框架注定只能被束之高阁。
五、黑于丹。并想说明大众思维缺乏逻辑一贯性。六、东西方的任侠侦探与文化精神。七、当投法无
门时，私自解决能不能被认可。（序的作用在于引一下，让你开始适应这本书的味道吧。）第一章一
、没有先入之见的伦理建不起来。二、引出正义的等值观，再次黑于丹。三、正义之报复乃常情。怪
诞行为学2第三章报复的秘密可以很好的作为好熊这一篇的注解。四、怨恩直伸作为正义原则在与幸
福相背时该咋弄？三黑于丹。第二章一、荣誉的标准是会变的。二、先天的公正诉求。三、把正义分
为公平和利害。（一、二章点出正义就是直伸。）第三章一、神道设教的治理智慧。二、天赋人权并
不高尚和坚固。三、人权和正义是为了其本身还是为了福祉，为什么非得要人权，本来这个世界也没
显示人人要平等，还是可以自由做奴才的，没尊严不见得是不道德，谦卑与高傲，奴隶与主人的和谐
，人们从来也没有普遍的想要平等。四、道德和公正有不相合的地方，到底道德和公正由谁来定呢？
（第一、二章挺信誓旦旦的聊出来一些正义的味道了，第三章又迷惑于公众与人权、道德的关系了。
）第四章一、上帝下的公正就牛逼吗。二、上帝的社群主义公正观。三、人存在于社群中。四、 上帝
才有的裁处权、道德的威慑性以及正义下的集体与个人。五、权力与权力下的道德和自由。（这一章
又白活了一堆权力和自由的问题。）第五章一、又来功利主义。二、六世班禅要还俗，牺牲自己拯救
众生的好例子。三、战时的道德，人性的丑恶面。然后又聊回功利主义和原则主义，而且也没聊出啥
新意。四、杀人与渎神，神的矛盾，又聊功利主义还是没新意，又聊人权与侵犯，又聊人与动物，人
的界定。五、继续人权，生命权，又聊感受与存在，六、提了一个“就不救人”的很牛逼的问题，主
权相侵、风俗相侵。七、文明与殖民的正义性。八、战时吃人九、自然状态下十、风俗道德、无知之
幕的问题、道德文化相对主义第六章一、自由意志、上帝下的自由意志二、自由意志悬置而假定，行
为主义三、自杀、株连四、人性社会本质如此，正义本无存。（五六章聊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极
少直言正义，但最后几句却突然开宗明义，道出了正义的本质。）第七章一、婴孩不见得反映正义二
、神、自由意志、原罪，然后聊了半天上帝的脾气（没看懂他想说啥）三、统治者的任意性，神的任
意性第八章算了，实在是理不清熊的思路，大概得看完第一遍再细细的看第二遍才能理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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