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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介：
迈克尔·沃尔泽(1937—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著名政治哲学家,复合平等的倡导者,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著名。
 《正义诸领域》是从分配的角度对正义所做的研究。
作者认为,在任何社会,正义存在于社会诸善的分配之中。
不同的物品应有不同的分配原则。
作者归纳与证明了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这就是市场交换、需要与应得。
不同的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这便是作者所说的多元的正义、复合的平等。

导读：
这是一部将哲学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的著作,而且,其论述方式是迷人的和富有成效的。

——丹尼尔·贝尔
这本才华横溢的书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正义概念⋯⋯沃尔泽对我们所交
换和渴望得到的物品的敏锐而富有洞见的考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对分配正义所做的最重要的阐释之一
。
《正义诸领域》应当而且必将使对分配正义的辩论变得超越所有现有认识。

——查尔斯·泰勒
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重要著作:沃尔泽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的平等理论,并通过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异常
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来支持他的理论。

——朱迪斯·雅维思·汤普森
何为平等?何为正义?什么样的社会称得上是公正的社会?沃尔泽教授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方式
重视审视了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和富有说服力的平等理论。
本书充满洞见,处处显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对于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注,而作者清晰有力的哲学论证更令我
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中国政治大学教授    梁治平
中 文 版 序
迈克·沃尔泽
我非常高兴看到《正义诸领域》被翻译成中文,并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在中国必将日益热烈的有关分配正
义的辩论有所助益。
经济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使哲学反思不可或缺。
事实上,在全世界,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政治与经济进程纠缠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制造越来越大的
不平等,因此,有关正义的辩论确实日甚一日地重要起来。

“复合平等”的论点在我看来,仍然像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这本书时一样具有说服力。
我希望在中国背景中,继而在全球背景中,思考复合平等,将会使事实比一九八三年显得(甚至)更加明显
——我并非在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宣扬某种道德相对主义。
《正义诸领域》在美国和英国思想性和专业性杂志中引发的相对主义争论,大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参
与其中是不情愿的,因为我真正想写的是社会诸善具体的和日常的分配,而不是重大的抽象的哲学问题
。
那些例子是这本书的灵魂;而使用它们,即艰难地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的目的决不是要捍卫一种极受约
束的相对主义观点——即支配特定物品的分配的标准是,而且应当是,与那些物品在分配和获得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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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中的意义有关的。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在当时,而且直至今天,是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命题。
它考虑到不同文化和国家中不同分配安排的合法性,但它本身却是普适的;它的用意是防范各种无时无
处都制造最危险的不平等的各种(基于财富或权力或出身与血统的)暴政。
除了承认这两种价值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实际上也已经得到实现以外,我“为多元主
义和平等辩”不带任何相对主义色彩。
(我也想承认可能存在着大一统的等级制社会——尽管这些社会在社会科学虚构中远比在现实世界中更
可能出现——以至于多元主义和平等都不可能在这些社会中实现。
)
另外两种对《正义诸领域》的论点的批评或忧虑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并且也可能更令本书的新读者感兴
趣。
第一种批评质疑了我对各种人类才能所表达出的乐观态度和才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
我认为,人们擅长于不同的事物,而且有许多不同的事物供人们去精通,因此,只要各分配过程的自治得到
尊重,一系列广泛的才能将产生一系列广泛的分配。
不同的人将开始拥有不同的物品;没有人会在每个地方都取得成功。

但如果确实存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或至少在他们的社会所重视的所有方面都极具才干的人,那情况又会
怎样呢?而如果确实还有另外一些对任何领域都不擅长的人——他们不能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或在工作
中表现得胜任,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在政治领域中进行有说服力的辩论,他们没有特殊的体能,他们在家
庭里没有表达爱和关心的能力,没有精神上的敏感性,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我的观点是,毫无疑问,我们所有
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看起来像那样的人,但我并不相信他们实际上确实是那样的人。
当代被社会大量排除在外的人,新下层阶级,日益增多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不能被看
作人类不平等的证据。
相反,如果人们在每个领域都失败了,我们就应该把这看作一种不能把各领域分开并保持它们自治的系
统性失败的一个标志:某种才能或某一组才能,某种善或某一组善,支配着所有其他的才能或善。
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种支配局面,我们就会看到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先前消极的、不讨人喜欢的、
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方面有所擅长并一举成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取
得领导地位。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打的赌;而且,我仍然打这个赌。
它是一种平等主义政治必要的赌注。

第二种批评或忧虑集中在复合平等中国家的地位和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上。
在本书中,我赋予政治权力双重地位。
一方面,它与其他社会物品一样是一种社会善,有它自己的意义(我描述并捍卫了它在民主生活中所具有
的意义),并且有它自己的分配机构和标准;像其他物品一样,它通常是一种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像其他物
品一样,它也被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重视,一些人猛烈地追逐它,而另一些人则对它漠不关心或相对不关
心。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现在国家中是维护、修订和捍卫所有分配领域的边界的必要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对它无动于衷。
正如托洛茨基对辩证法进行论述时所说的:如果你不对政治感兴趣,政治就对你感兴趣。

我可能对权力的第二方面论述得不够。
当然,这两方面并非不一致。
当我们民主地分配权力时,我们大概是在反映它的可能用途并寻找将会很好地使用它的人。
虽然如此,达到并维护复合平等,要求权力的恰当使用,这个事实使权力成为与所有其他善不同的一种善
。
国家预防任何其他社会善的暴政,但预防国家暴政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在于宪政、有限政府、一个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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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并能够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的——而我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做出
充分的论证——有能力的参与性的公民整体。
我应当考虑到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并且,我希望复合平等的这个方面被中国的读
者们继续研究下去并详细予以阐述。

我同样没有充分强调的是,不论必要的限制是什么,我们同样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
国家权力的价值可以通过历史的和当代的例子来阐明。
我们可以思考国家官员如何在现代早期运用他们的权力破坏基于出身和血统的旧贵族制(而只保留其社
会地位)的政治地位。
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思考它们在二十世纪是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为市场的帝国主义行径设定限制条件的
。
我承认,在这两种情况下——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君主专制主义与我们自己时代的极权主义,在
各领域间划定或重新划定边界的必要工作造成国家权力超越它自己的正当边界而扩张。
因此,国家必须回到它正当的领域中。
但这仍然是政治工作,而它的成就依赖于致力于复合平等的在国家中掌权的人。

当然,复合平等也必须从所有领域内部来捍卫:通过工会抵制资本的暴政;通过教师坚持他们学校的独立
性,拒绝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宗教)目的;通过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寻找帮助他们最脆弱的病人的途径;通
过福利制度避免使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或者免除被市场原则左右的命运。
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最后诉诸的机构,无论何时,只要各领域内部的努力失败了,国
家就介入其中,而且常常如此。
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更喜欢一种高度多元化的和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即《正义诸领域》所要求的,我也
仍然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强权国家和对民主公民资格的强烈理解有着坚定的立场。

全球化有一天必将要求,也许它已经要求,国际服务机构来保卫不同的分配领域。
但我怀疑这仍然将是现有国家要做的工作。
它今天所采取的形式是这样的:国家必须为全球市场对它的公民们的影响设定界限;它必须保卫它自己
的福利、教育和政治过程的自治。
我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赞成政治孤立主义或经济孤立主义;我所提倡的防卫要求参与全球经济并与国际
社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它将常常使跨越国界的合作成为必然。
我只是想论证,复合平等不会在全球帝国主义化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就像它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帝国主
义国家中生存下来一样。
正如论证多元主义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在国家中需要有差异一样,在整个世界也需要有差异。

二○○○年七月
序  言
平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宜于背叛的理想。
献身于它的男人和女人,一旦组织起争取平等的运动并在他们中间分配权力、职位和影响力,就背叛了
它,或者似乎背叛了它。
有记得所有成员名字的行政秘书,有用高超技巧对付记者的新闻专员,还有不知疲倦地周游地方分部“
打基础”的受欢迎的演说家。
这些人既是不可缺少的,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要胜过他们的伙伴。
他们是叛徒吗?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

平等的吸引力并不能由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
生活在独裁或寡头统治的国家里,我们可能梦想一个分享权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精确地享
有同样份额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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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这种平等捱不到新成员的初次聚会结束。
有的人将被选为主席;有的人将会做雄辩的演讲来劝我们都服从他的领导。
在聚会这一天结束时,我们便开始被区分开来了——这就是会议的目的。
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每个人的钱都一样多的社会。
但我们知道,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平均分配的钱不到周末就会被不平等地再分配了。
一些人将把钱存起来,一些人将把钱用于投资,而还有人将把钱花了(他们将通过不同方式花钱)。
钱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活动成为可能;如果钱不存在,物物交换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稍
微慢点罢了。
生活在封建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所有人都平等地得到荣耀和尊敬的社会。
但是,即使我们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头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上,我们也愿意承认——许
多种类不同、程度不同的技能、力量、智慧、勇气、仁慈、精力和风度把每个人区别开了。

我们当中许多献身于平等的人也不会满意于有必要维持它的字面意思的政权的:国家就像普罗克汝忒斯
之床一样强求平等。
“平等主义,”弗兰克·帕金写道,
要求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在其中,国家能够频繁地遏制那些凭借他们的技术、教育或个性组织起来的社
会和职业团体,否则,他们可能⋯⋯索要社会报酬的一个不相称的份额。
遏制这种团体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们进行政治组织的权利。

这一评论来自支持平等的人,反对平等的人甚至更迅速地认为平等所需要的压制以及可能产生的单调和
可怕的顺从。
他们说,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将是一个假象充斥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事实上并不一样的人将被迫显
得和做的好像他们是一样的似的。
并且,这种假象将会必须由假装实际上并不在其中的精英或先锋队去强制推行。
这并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平等。
有一些平等主义者采纳了帕金的观点并与政治压制媾和,但他们的平等是一个可怕的信条,它只要为人
们所了解就不可能吸引许多信徒。
甚至那些我可称之为“简单平等”的拥护者的脑海中也不会是一个拉平的墨守成规的社会。
但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如果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平等又意味着什么?追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并不
是我的直接目的:在什么方面我们是彼此平等的?并且,因为什么特征我们在那些方面是平等的?整本书是
对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的一种详尽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知道,尽管在最后一章,我
将提出一个相关特征。
但肯定又不止一个特征:第二个问题用一个一览表来回答要比仅用一个单词或短语回答看起来更为合适
。
答案与我们承认彼此作为人类与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有关,而且我们承认还有身体、思想、情感、希
望,甚至可能还有灵魂,我采纳承认这一假定来作为此书的基础。
我们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我们的相同之处也同样明显。
那么与这种差异与相似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复杂的)社会安排呢?
平等的根本含义是消极的,平等主义就其起源来说是一种废弃主义政见。
它并不在于消灭全部差别,而是消灭特定的一套差别,以及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消灭不同的差别。
它的目标总是明确的:贵族特权、资本主义财富、官僚权力、种族或性别优越性。
但是,在上述的每一目标中,斗争却几乎都采取同样的方式,关键是一个团体控制其下属的能力。
产生平等主义政见的并不是有富有与贫困并存这一事实,而是富者“碾碎穷人的容颜”,把贫穷强加到
他们身上,迫使他们恭顺这一事实。
类似地,导致民众要求消除社会和政治差别的不是因为存在着贵族与平民或官员与普通公民(无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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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种族或性别的存在),而是由于贵族对平民、官员对普通公民、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所作所为。

屈从的经历——首先是个人屈从的经历——是憧憬平等的原因。
反对这种憧憬的人常常宣称平等主义政见生机勃勃的激情是嫉妒和怨恨,而这种激情在每一个屈从团体
中都在传染是千真万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激情将塑造其政见:因此,马克思在他早期手稿中所描述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只不
过是一个嫉妒纲领罢了。
但是,嫉妒和怨恨是一种不畅快的激情,没有人喜欢它们,我认为这么说是准确的:平等主义与其说是这些
激情作用的行为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个有意识的尝试,以逃避产生这些激情的条件,或者避免使这些激情
变得危险的条件——因为,可以说,有一种嫉妒存在于社会生活表层却没有产生严重后果。
我可能嫉妒邻居的绿手指或者他那深沉的男中音,甚至他赢得我们共同的朋友尊敬的能力,但这些嫉妒
没有一种会驱使我组织一场政治运动。

政治平等主义的目标是不受支配的社会。
这是冠以平等之名的活生生的愿望:不再需要打躬作揖、谄媚奉承;不再有恐惧的哆嗦;不再有盛气凌人
者;不再有主人,不再有奴隶。
这不是一种消除所有差别的愿望,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一个样子或者拥有同样数量的同一种东西。
当没有人占有或控制支配的手段时,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彼此平等的(对所有重要的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
来说都如此)。
但是,支配的手段在不同社会里的构成是不同的。
出身与血统、地产、资本、教育、神的恩宠、国家权力——所有这些都在不同时期为一些人支配别人
提供了手段。
支配往往以某些社会物品(social goods)为中介,尽管经验是个人的,单个人本身却无法决定经验的特征。
因此,平等再一次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不需要压制个人。
我们必须理解和控制社会物品;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尺裁剪个人。

我在本书中的目的是描述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种社会物品充当或能够充当支配的手
段。
我不会去试图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仅仅描述这样一个社会就已经很艰难了:一个没有
普罗克汝忒斯之床的平等主义;一个鲜活开放的平等主义,它不与“平等主义”一词的字面意思相合,而
是与这一憧憬的更加丰富的层面相宜;一个与自由相一致的平等主义。
同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勾画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或一个普适的哲学理念,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我们
力所能及的,正如我试图阐释的,它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实践可能性,早已扎根在我们对社会物品共享的认
识中了。
我们共享的认识是:这一憧憬是与其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关,而不是或并不必然与所有社会环境相关
。
它与人们如何互相联系以及他们如何用其所造之物以形成彼此关系的特定观念相适合。

我的论点完全是特殊主义的,我不是要宣称我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多大进展。
着手哲学事业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最初的方法——是走出洞穴,离开城市,攀登山峰,为自己(而绝不是
为愚夫愚妇们)塑造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立场。
于是,你就可以在局外描述日常生活领域,这样,日常生活领域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轮廓而呈现出一种一般
形态。
但我的意思是站在洞穴里,站在城市里,站在地面上来做描述。
研究哲学的另一个方法是向其他公民们阐释我们共享的意义世界。
正义与和平可以被设想为哲学的人工制品,但一个公正的或平等的社会却不能如此理解,如果这样一个
社会并不存在——正如它已经隐藏在我们的观念和范畴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对它有什么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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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永远无法把它变为现实。

xv为了提出(某一种)平等主义的可能现实,我试图通过当代和历史上的实例、自己所处社会中的分配状
况以及与别的社会的比较,来推演出我的论点。
分配无法代替戏剧性解释,我也几乎讲不出我想讲的故事:有开头、过程和一个含有寓意的结尾。
我的实例都是粗线条的,有时集中在分配机构上,有时集中在程序上,有时集中在标准上,有时又集中在我
们分享、分割和交换的物品的用途和意义上。
这些例子旨在表明物品自身的力量或毋宁说我们关于物品的观念的力量。
我们用头脑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我们用双手创造的社会环境一样,我们创造的独特的世界正适宜于平
等主义的解释,再一次声明,不是一个字面意思上的平等主义——我们的观念对它来说太复杂了;但它们
确实直接趋向于禁止为支配之目的来使用物品。

我认为,这一禁止的源头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人的普遍主义观念,倒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物品的多元主义
观念。
因此,在下文中我将模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方法,并舍弃了(大部分)由个人权利(也即人权或自然
权利)的观念可能给我的论点带来的便利。
若干年前,我论述战争时,是严重依赖权利思想的,因为战争中的正义理论确实能够从两个最基本、最广
为承认的人权中产生——并且用最简单的(消极的)方式:生命和自由不受剥夺。
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项权利似乎能解释我们在战争期间最通常做的道义判断,它们真正起到了作用,但
在思考分配的正义时,它们的助益却是有限的。
我应该主要在关于成员资格和福利的章节中诉诸于它们;但即便在那里,它们也不可能使我们深入到论
证的实质上去。
通过增加权利来作出的对正义的全面解释或对平等的辩护的努力,不久就会使所增加的权利变得毫无意
义。
说人们有权拥有我们认为他们有权拥有的任何东西,等于什么也没说。
男人们、女人们确实除了生命和自由还有别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源自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是来自共
享的社会物品观念,它们在特性上是局部的、特殊的。

但是,穆勒的功利原则也不能在关于平等的争论中用做最终的裁决。
我认为,“最大意义上的功利”能够以我们喜欢的任何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古典功利主义看起来似乎为
社会物品的分配要求一个协调的方案,一个高度精确的中心计划。
并且,虽然这个计划可能产生有点像平等的东西,但它也不会产生我所描述的不受任何支配的平等:因为
制定计划的人的权力可能是支配性的。
如果我们要尊重社会意义,那么分配就不能与普遍幸福相洽和,也不能与别的什么东西相洽和。
只有当社会物品为明晰的“内在”原因而分配时,支配才能被排除。
我将在第一章中解释这一意思,然后论证分配的正义不是——而功利主义肯定是——一门整合的科学,
而是一种区分的手艺。

而平等只不过是这种手艺的结果——至少对我们来说,它是用手头的材料做成的。
因此,在本书的其余章节中,我就试图一个一个地描述那些材料,那些我们制造和分配的物品。
我将试图说明安全与福利、金钱、官职、教育、自由时间、政治权力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我们
的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如果我们免受一切类型的支配,我们可能如何分享、分割和交换它们。

一九八二年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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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迈克尔·沃尔泽（1937-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著名政治哲学家，复合平等的倡导者，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著名。
除了《正义诸领域》以外，沃尔泽还著有《圣徒的革命》、《义务》、《政治行动》、《弑君与革命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激进原则》、《宽容》等。
沃尔泽以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以及对政治观念与原则的细致分析，参与致电当代重大政治与思想的讨
论之中，他与泰勒、麦金太尔等人一道，在当代思想界复活共同体的价值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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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贝壳放逐法 ┉┉┉┉┉┉┉┉┉┉┉┉┉┉┉┉┉
预防性拘留 ┉┉┉┉┉┉┉┉┉┉┉┉┉┉┉┉┉┉┉┉
自负与自尊 ┉┉┉┉┉┉┉┉┉┉┉┉┉┉┉┉┉┉┉┉
第十二章 政治权力┉┉┉┉┉┉┉┉┉┉┉┉┉┉┉┉┉┉┉
主权与有限政府 ┉┉┉┉┉┉┉┉┉┉┉┉┉┉┉┉┉┉
权力运用所受到的阻碍 ┉┉┉┉┉┉┉┉┉┉┉┉┉┉┉
知识/权力┉┉┉┉┉┉┉┉┉┉┉┉┉┉┉┉┉┉┉┉┉
国家之舟 ┉┉┉┉┉┉┉┉┉┉┉┉┉┉┉┉┉┉┉┉┉
惩戒机构 ┉┉┉┉┉┉┉┉┉┉┉┉┉┉┉┉┉┉┉┉┉
财产/权力┉┉┉┉┉┉┉┉┉┉┉┉┉┉┉┉┉┉┉┉┉
例子:伊利诺斯州的普尔曼┉┉┉┉┉┉┉┉┉┉┉┉┉┉
民主公民资格 ┉┉┉┉┉┉┉┉┉┉┉┉┉┉┉┉┉┉┉
雅典的抽签制 ┉┉┉┉┉┉┉┉┉┉┉┉┉┉┉┉┉┉┉
政党和初选 ┉┉┉┉┉┉┉┉┉┉┉┉┉┉┉┉┉┉┉┉
第十三章 暴政与公正的社会┉┉┉┉┉┉┉┉┉┉┉┉┉┉┉
正义的相对性与非相对性 ┉┉┉┉┉┉┉┉┉┉┉┉┉┉
20世纪的正义 ┉┉┉┉┉┉┉┉┉┉┉┉┉┉┉┉┉┉┉
平等与社会变迁 ┉┉┉┉┉┉┉┉┉┉┉┉┉┉┉┉┉┉
索 引┉┉┉┉┉┉┉┉┉┉┉┉┉┉┉┉┉┉┉┉┉┉┉┉┉
译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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