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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良心的呼吁———读秦晖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涟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就是目
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
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
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
由，因为在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的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
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
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
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
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
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
，justice（公平）与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
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
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更正置于与下列构成的“鱼
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末公正与效率是必
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
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
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
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
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
。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
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则王侯败者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
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
”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
，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
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自有大意义在。在国际社会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
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
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
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
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
墅及豪华住宅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
“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
财富，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
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
“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
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入经济学之外
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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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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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
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
（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
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
》、《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
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
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
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
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
主要著作：
1、《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3、《天平集》，1997年，新华出版社。
4、《市场的昨天与今大：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5、《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199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6、《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
7、《学问中国》（合著），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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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秦晖先生对问题的揭发是对的，对问题的解答则未必正确
2、秦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深度、有广度、不偏颇、有趣、有独立见解，非常难得。书中大部分文
章都是难得的美文。
3、多年以前的，不管走到哪都要带着它。现在终于可以很淡的说读过了，倒是有些感慨
4、选文在专著与文集里乱飞。剀切陈言
5、本以为我对秦晖先生的思想足够了解，有的文章不读也大概能知道要谈什么，但读此集一过，仍
觉得有大量新知识和新启迪，比如对「公正」的定位，谈「进化」和「播化」在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
的轻重表里，谈文化相对论与近现代史的问题，都别开生面。不过本集中的几篇文字份量很重，不好
读，这两天太急，囫囵吞枣读下来，还要找机会细读。
6、2011-05-14;绝对值得细细品味。
7、关于中国的落后是“文化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8、好书记不到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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