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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理念》

内容概要

正义是人类无法掌控的一种理想，还是能够指导人们做出决策、提升人们生活水准？在这本内容丰富
的作品中，阿马蒂亚·森教授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理论的正义论。书中探索了欧洲启蒙运动滋生出
来的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霍布斯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主张在一个限定的社会环境里，诸如在一个
主权国家境内建立理想社会。第二种是亚当·斯密、孔多赛侯爵、玛丽·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主张。
这些人竭尽全力消除社会里各种看得到、摸得着的不正义现象。作者赞成第二种模式。作者的核心观
点是，公共理性能够减少社会中的不公正。现代的正义原则必须避免狭隘化，从而解决全球普遍存在
的不公正问题。这本出色的著作展示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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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理性的书。
2、既然就完美的正义达不成一致，那么就着眼于明显的非正义。理论，总要去实践。
3、倡导理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人们对意识形态和盲目崇拜进行审思。
4、非常好看，虽然读得很慢，但给你思辨的强烈乐趣，同时颠覆很多过去根深蒂固的想法，这本书
深深影响了我~森的文风，旁征博引，包容理性，思维缜密，看他的行文布局都是种享受。最可敬的
是森对待不同甚至是相反观点时的态度，宛如位谦和君子包容理性。看完本书马上借了《身份与暴力
》，这是自罗素后，另一个让我为之崇敬+着迷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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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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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3页

        所有这些经得起推敲的理由都指明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就不需要首先对这些标准进行排序，再推
导出结论。事实上，强行将多个潜在的相互冲突的原则缩减至一个，而排出所有其他的标准，并不是
对应如何行动得出有用且可靠的结论的前提。
这段话是基于四种认为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是错误的观点而说的。我认为，这个例子不能够用来佐
证上述论断。

第一，当所有的理由都指向同样的错误时，理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说白了只是装饰，重要的是如何
惩罚错误。

第二，理由只有当指向不同结论时才是重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不同结论的人们，肯定倾向于
把那些不支持起结论的冲突原则进行缩减。

2、《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73页

        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制度和行为皆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中纠正不公正，还需要思考在当前如何建立
制度，以通过提高眼前活生生的人的自由与福利来促进公正⋯⋯对当前行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并
不是一种推进公正的好方法。今天我们在思考公正与不公正问题时，必须有这种基本认识。
这涉及先验主义与比较视角的方法问题。

我认为，两种方法都重要。改用一句政治话语，先验主义解决的是“举什么旗”的问题，比较视角解
决的是“怎么走路”的问题。前者是目标问题，后者是方法问题，当然，所谓目标与方法，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但绝不是朝令夕改，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3、《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212页

        所谓可行能力，一个比较直接能够说明问题的意思是，人有选择不做某事的权利。

森列举了三种状态来引入这个概念：

状态A：金决定周末呆在家里。
状态B：一些暴徒把打算呆在家里的金拖出去扔到大水沟里。
状态C：暴徒命令原本就想呆在家里的金不得走出房子，并以严厉的惩罚相威胁。

森认为，从“终极结果”看，A和C是一样的；从“全面结果”看，A和C是不一样的，因为在C中，
金被剥夺了自己选择的能力。

这个例子不够好。很显然的是，在C中，暴徒不会是让金呆在家里这样简单，肯定会对金的心理状态
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呆在家里与A中的呆在家里是不一样的，不仅是一种机会的剥夺，我要强调的
是，连结果本身都是不一样的，除非“终极结果”采取一种极为狭隘的解释。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更恰当的例子：

香港社会现在都很关心2017年特首普选。有一种观点认为，市民不会选反对派做特首（状态A），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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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能以不让反对派进入普选阶段的方式剥夺市民不选反对派做特首的权利（状态C）。

这两种状态下，“终极结果”才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只是“机会”。

4、《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111页

        照我理解，这一章讲的是“开放的中立性”与“封闭的中立性”，为下一章打个前战。

所谓“封闭”，简而言之，就是从某个群体之内来判断。打个比方，白人从白人的角度认为，黑人是
可以排除在外人权之外的。

与之对应，所谓“开放”，就是既有群体内，也有群体外。

这一章有一个概念，叫做“双重任务”——通过遵循规则让语言和想象实现顺利有效的交流，同时也
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与传统规则不一致的地方。
这话文绉绉。翻译一下，我想大概是毛泽东说的，要用群众语言去做群众工作。

至于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插入习俗来进行交流与沟通，我的看法是，尊重差异，强调地方性知识是必要
的，但这并非终点，目的恐怕还是要求同，而且是可以求同的。比如《金枝》，用的是人类学的办法
，全世界走一遭，各地的具体风俗习惯表现不一样，但所涉的意思是很相似的，算是一个故事的若干
种不同讲法。

对这种现象，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解释，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

5、《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18页

        森关于正义的理论是比较式的，而不是先验式的，比较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多次谈到以下这个例
子——
正是对奴隶制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正进行了剖析，才使得对其予以废除成为可能，但这也并未要
求我们就“究竟什么才是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的确，当试图消除奴隶制等明显不公正的时候，人们并不见得就是在追求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但这
的确可以看成他们在向绝对公正的社会的路途上又迈进了一步。对构建一个抽象的绝对公正的制度的
人而言，废除奴隶制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不会因为废除奴隶制不能直接进入绝对公正而放弃废除奴隶
制的主张，在这点上，他与持比较性框架的人不存在根本差别。他未必是要寻找一个万灵的按钮，期
望轻轻一按就天下太平了。

当其要求超越实际时，先验主义才会体现出其坏处。

6、《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46页

        这一章很无趣，理智是好的，客观也是好的，这都没问题，怎么才能让别人也理智也客观，这才
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不然只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7、《正义的理念》的笔记-第120页

        这一章，森要推荐的是开放的中立性。这种据说可以追溯到斯密所说的“中立的旁观者”的表述
，是否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遥远的目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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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性的角度讲，我认为，开放的中立性是一个年轻人，中立的旁观者是一个中年人，而拥有遥远目
光的，则是一个老年人了——由一个从犀利到柔和的过程。

年轻人好辩。

对于这种“开放的中立性”，我体会，森很不想让人以为他在宣传“外国的月亮就是圆”，他说：
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意见和观点因为存在，所以必须被纳入考量，可能它们是存在的，但完全不能
令人信服且无关紧要⋯⋯一种不同的观点会提出一个问题，即使在许多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经过充分的
考虑之后可以忽略，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但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森在这本书里所列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说其他地方的意见或者观点是不
值得考量的，很多时候它们才代表正确，而可以被忽略的情况才是真正的例外。恐怕也只有怀着其他
地方的意见和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想法，才会去这样苦口婆心地推销，尽管弄成一副“中立”的样子
。

因此，我总觉得森有些假清高，有些公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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