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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第2版）》是对政治理论中的一系列争论加以介绍，这些争论集结
在有关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批评的标签下，1980年以后成为这一学科的核心，并且仍然以这种或那种
方式丰富着某些当代理论。
　　《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第2版）》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我们所认为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典
范表述，由罗尔斯在《正义论》清晰表述的公平正义理论，建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议程，然后，
我们依次陈述了四个一般被认为是社群主义者的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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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原初状态 桑德尔的看法是，这种被先验地赋予个性的形而上学的自我描述，不仅是说明罗
尔斯指派给自律的绝对优先性所必需的；而且，它的核心地位也在他的正义理论细节中也体现出来。
特别是，它是原初状态至关重要的构件，当然也是证明其正义理论正当性的罗尔斯筹划的支点；他著
作中的每一个论证都经过了那一富于想象力的建构。
如果他的这一有关自我的形而上学描述事实上体现在原初状态中，那么，它便无可质疑地是他的思想
基础。
桑德尔声称，关于原初状态下的各方在商谈过程中会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社会，罗尔斯做了
某些有着特殊意义的假定——不同于有关他们在无知之幕下戏剧性地展示的知识的限制条件的假定。
在桑德尔看来，这种进一步的假定是实质性的：因为，为了明确各方在思考他们社会的基本制度应该
如何建构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必须赋予他们某些有关社会本质的观念以及他们如何期望
社会的观念，以及某种他们与社会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何的观念。
 例如，当罗尔斯概括保证正义的价值的诸多条件（正义的环境）时，这些假定便显现了出来：“简言
之，一个人可以说，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只要相互冷漠的人们提出了有关社会利益分配的冲突
主张，便具备了正义的环境”。
（TJ，P.128）在桑德尔看来，这种有关造成正义原则需求的冲突形式与本质的表述方式，只有在罗尔
斯假定原初状态下的各方将把社会看做是以互利为目的的合作冒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由于罗尔斯谈论“社会利益”似乎是要给予作为个人利益的某种资源的社会成员资格以绝对的重要性
；它似乎是暗示说，人们参与社会关系的唯一（至少是首要的）理由就是从没有这种合作就不会产生
的利益中获得个人实惠。
此外，罗尔斯把各方描述为“相互冷淡的”，也就是只关注增进他们自己的善观念而不是他人的善观
念，而且在实现那些目的的时候，相互之间不受具有优先性的道德纽带的约束。
 此外，桑德尔意识到，由于无知之幕的限制，罗尔斯并没有声称原初状态下各方的相互冷淡和道德纽
带的匮乏也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它们是被嵌入一种陈述方式中的假定，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括，完全有可能的是，在无知之幕升
起来以后，各方可能会发现，他们是被对他人的感情与友爱连结在一起的，并且想要增进他们的利益
。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他的这些假定仅仅具有明了、简单和弱的价值；如果假定仁慈而不是相互冷淡，
“将会挫败为以弱的约束为基础的正义理论提供理由的目的”（TJ，P.149）。
但桑德尔发现，有关这些假定的合理性证明是不充分的。
一个仁慈的假定将不会在观念的意义上比相互冷淡的假定更有问题或者更容易引起争议；如果罗尔斯
的意思是，相互冷淡的假定在现实的意义上是更弱的假定，那么，他就是在表达设置中嵌入了一个有
争议的经验性概括，而这个设置是假想用来验证我们有关道德与政治价值的信念的。
桑德尔认为，事实上，罗尔斯把这些假定嵌入了各方动机之中，因为它们产生于他的主体观念以及主
体与它的目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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