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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正像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第一章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因此，当人类社会
出现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探寻和追求。正义本身的存在，是为了检验社会中某些规则、
原则或者标准是否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衡量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和文明建设
中的价值，因此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正义并不只是纯粹形而上学的主观感受，它具有维持人类文明生
活方式的重要实际意义。    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正义”的答案是千差万别的，如有人认为正义是
一种德行，即中国人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西方自然法思想中的“己所欲，施于人”。 
  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在西
塞罗看来，自然的理性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各得其所”，而这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论述则
比较全面，即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正义，个别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所谓分配
正义是根据每个人的功绩、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和荣誉等；所谓矫正的正义是指对任何人都平等对
待，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他把正义等同为平等
，认为“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则认为与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最高价值
并不在于平等，而是自由。他将正义观念归纳为一个经典的公式，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干他所想
干的事，这是以他没有侵犯人和其他人所具有的相同的自由为条件”。    到了近代，正义更多被指称
为公正的制度，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指出，正义并不是指个人的德行，也不是指人们之间的理想的关
系，它意味着一种体制，这种体制能够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关系，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罗尔斯将自由
和平等结合起来，认为正义观念是由两个基本原则构成：第一，每个人都将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
即和他人的同样的自由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
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附的地位与公职对所有人开放。    上述关于正义的概
念，可以说都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不过也有人不这么看，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的凯尔森认为
，正义的内容并不服从理性的检验，他举例说，在某种伦理观念中，人的生命是所有价值中最高的，
因此杀害一个人，甚至在战争中或者作为一种对重大罪行的抵罪手段而杀人都是绝对禁止的；但在另
外一些伦理信念中，最高的价值是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因此人们为了集体的利益在战争中应当牺牲自
己的性命并杀人。如此看来，这种对正义的不同标准，就与理性无关。    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可以从
探求“理性”的广泛含义上人手，即一个理性的判断，应当建立在详尽考虑所有与解决问题有关的事
实，同时要结合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基础上。凯尔森是从正义与理性的关系出发，认为正义是非理
性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正义是具有阶级性的，同时真正决定正义的是一定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既没有“永恒的公平”，也没有为所有人所认可的正义观。    尽管对于正
义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表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对正义的厘定中发
现正义。    第一，正义具有主观性。正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一种态度、一种意愿或者说是一种承认
他人要求或考虑的意愿。因此，才会有“个人的正义观”、“个人的正义感”，以及个人集合而成的
某一类群体的正义观或人民普遍认可的正义观念的说法。这个主观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予每个
人以其应当得到的东西”，因而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司法官员或者说一个正义的司法官会避免在诉讼中
对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偏袒或偏见，从而判决给予当事人他们各自应当得到的诉讼利益。    第二，正义
还是一种行为方式。经院哲学的带头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
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个人以正义作为行为
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求立法者，要求制度设计者在实际措施和制度上对正义加以实施。    第三，正
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与自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等其他价值密切相关，即上述价值可以成为我
们考量正义时重要的参照系。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可以从小孩子和成人的需求
中很明显看到，康德就曾经说过：“自由乃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个惟一的和原始的权利”，
因此，一个正义的国家在制度安排上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的自由需要。    当今许多国家，都在宪法
中明确肯定了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缔结合同自由等权利，其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为实现正义的
制度，应当考虑自由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本身也是有限度的。    其他还有，诸如平等与正
义的关系，目前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平等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
概念，其范围可以涉及法律上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以及人类基本需求的平等。法律上平等是指法律视
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一致的方式来对待，但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述，差别原则
导致了补偿的必要性，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会因为出身、天赋和受教育等不同有了优越和不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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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这种差别是不合理的，社会对其加以补偿才是正义的。即“所有的社会的基本的善——自由和
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
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他主张，应当将较多的精力、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资质较差的人的教育方
面，即教育机会的平等。这种关于正义的理念主张社会在分配权利时，应当倾向于弱势群体，与我国
目前的许多讨论是不谋而合的。    正如科殷在其《法哲学》中所述，法官掌握着和实现着法，法官的
伦理道德历来也总是与正义结合在一起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最高法院的建筑物上刻着“在法律之
下实现平等的正义”；在古代雅典的法官也宣誓：他要根据雅典人民的法律和最公正的信念进行判决
。因此，司法公正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执法者对于实现社会正义任重而道远。P.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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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帮助我们研读法学经典的书，一本汇集和阐释先哲法律思想的书。人类关于法律和法治的思
想之海浩浩荡荡，博大精深。本书中所做的，主要是从浩瀚书海中撷取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经典论
断，一方面展示经典，把那种法理精辟而言简意赅、思想深邃而回味无穷的经典论断，摘录原文，原
汁原味地呈现出来，让读者熟知经典；另一方面阐发经典，通过专家的解说和导读，使这些思想跃出
经典，走进读者的内心，引发共鸣，增强读者正确理解、理智诠释法律内在精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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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给法律爱好者的经典摘要、今人导读，不错的入门书。
2、第一次看这本书时感觉他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地方，等到对法律渐渐了解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一本
一件伟大的作品，抑或说这是著作级的作品，他的价值在于她阐释了法律的渊源，阐述了一种法之人
所散发的那种气质。慢慢探索，当你读懂她的时候，你也渐渐走入了法律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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