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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正准备深入阅读的这本书，是洛克研究所出版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约翰·洛克辑》第
二卷。
这部书收集了四篇论文，它们曾经都分别以单行本发表在洛克研究所出版的《沙夫茨伯里论文集丛》
里，并配以重要的导言。
这部书的诞生起源于我主持下的一个研讨会，主题是《“生命、自由与财产”及民主的限度》。
这一研讨会得到了自由基金公司的慷慨赞助，于1991年12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斯通举办。
如果没有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长期资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要特别向该基金会的主席迈克尔·乔伊斯致以由衷的感谢，因为他对我个人给予了很多鼓励。
洛克研究所感谢桑马克基金会、瓦尔特和维拉．莫里斯基金会、克劳德·拉姆贝基金会、爱德华·埃
尔加出版社、约翰．格罗姆，以及一位不知名的赞助者，感谢他们对本研究所的宝贵资助。
    本书是洛克研究所出版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约翰·洛克辑》第二卷。
这部书收集了四篇论文，内容包括：财产是自由的保证，寻租，宪法、暴力和宪政秩序，自由与国家
。
它们曾经都分别以单行本发表在洛克研究所出版的《沙夫茨伯里论文集丛》里，并配以重要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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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M.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获得者，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总顾问，矫治·梅森大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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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自由与国家　　11．契约主义伦理　　新契约主义者从罗尔斯（1971）、诺齐克（1974）和
布坎南（1964，1975a）那里获得了灵感。
而这几位学者的经济学洞察力则从18世纪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来，哲学基础则从17世纪霍布斯和洛
克等人的著作中得来。
　　1960年代初，随着布坎南和塔洛克所著《同意的计算》（1962）一书出版，新契约主义者对流行
于当世的功利主义伦理展开了强劲的反驳，强调程序所具的伦理重要性要高于结果所具有的伦理重要
性。
此后的30年，他们沉浸在一种自由自在的思想舞蹈中，不断进步，甚至提出了一种几乎要取代功利主
义成为主导经济学基础的哲学方法。
然而，就在近些年，他们大步迈进的步伐受到阻滞，从而转入防一御，因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和
明显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造成了这一局面，这些困难在本章都会描述出来。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的经济洞察力很早就向我们昭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1776，第二章
）：　　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
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缓慢而逐渐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
物交换，互相交易。
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
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契约（《国富论》第二章）。
1963年，布坎南在就任南部经济协会会长时发表演讲，大胆地抓46住了斯密的思想，提出经济学家应
该把人类依据契约进行交换的天然倾向当作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恰当的研究对象。
同时，罗尔斯对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提出非难，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在哲学家内部发起了一场契约主义的复兴运动。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包括斯密本人，受到两方面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汲取了哲学的营养，
其中包括洛克和霍布斯的思想，受前者影响较多，后者影响稍少。
同时吸收了科学思想的滋养，主要来自于伊萨克·牛顿。
但是，让后世学者有些想不通的是，随后，功利主义者受科学影响更加深刻，他们宁愿让工程学的精
致压倒哲学思辨的严谨。
新契约主义就是要纠正这种一边倒的倾向，试图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找到平衡，在经济学行当里，把从
事社会工程学的工程师们贬到地位卑下的“牙科大夫”的位置上，把经济哲学作为当代政治经济学思
想高度发展的基石，抬到“内科医生””的地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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