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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试图达到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对来自各方的批评给予回应。
《正义论》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
罗尔斯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对他现在仍然坚持的一些基本信念进行辩护，回答人们在一些问题上对他提出的批评。
另一个方面是纠正《正义论》中的许多严重缺点，对正义理论进行重新阐述，而这些缺点往往是批评
者指出的。
另外一个目的是将《正义论》所阐述的正义观念与《正义论》之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所包含的主要理念
合并成一种统一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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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译者：姚大志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
，美国20世纪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生前长期任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
其著作《正义论》（1971）为开时代风气的经典之作。
其他著作《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等在国际政治学界也都具有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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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所有的民主：导论 第42节政体之间的某些基本对比 第43节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的善观念 第44节立宪
民主对程序民主 第45节平等的政治自由之公平价值 第46节对其他基本自由之公平价值的否认 第47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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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节政治自由主义是如何可能的？
 第58节重叠共识不是乌托邦 第59节理性的道德心理学 第60节政治社会的善 索引 附录从《正义论>到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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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个一般事实是，一个持久的和稳定的民主政体，要想不为痛苦的思想争论和敌对的社
会阶级所分裂，就必须至少赢得其政治上活跃的绝大多数公民自由和自愿的支持。
同第一个一般事实一起，这意味着，作为立宪政体之公共证明的基础，正义观念必须是这样的，即它
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统合性学说的广泛赞同。
否则，这个政体既不会持久，也不会稳定。
这导致我们引入政治正义观念的理念，正如第9节所阐述的。
 这样我们就说到第四个一般事实：一个已经合乎理性地良好地运行了很长时期的民主社会，它的政治
文化通常包含或至少隐含地包含某些基本理念，而从这些基本理念出发，有可能建立起适合于立宪政
体的政治正义观念。
 11.4存在于这四个一般事实后面的东西是什么？
所有这四个事实，特别是头两个事实（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和压迫性的事实），需要加以解释。
为什么拥有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自由制度会导致多样性，而国家权力为什么又要消灭这种多样性？
为什么我们真诚地、认真地想相互讲道理，然而我们却又无法达成一致？
人们看起来在科学中或在自然科学中是能够达成一致的，至少就长期趋势来说是这样。
 存在着许多可能的解释。
我们也许会认为，大部分人所拥有的眼界只会使他们的兴趣更为狭窄，从而由于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
，所以他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
或者我们会认为，人们通常是非理性的，也不很聪敏，再加上逻辑错误，它们混在一起导致了意见冲
突。
但是，这些解释太简单了，而且也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解释。
我们想知道的是，理性的不一致（reasonable disagreement）是如何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从理想的理
论出发来开始探讨的。
这样我们追问：理性的不一致是如何可能发生的？
 一种正确的解释是，在理性的人们中间，产生理性不一致的根源——我称之为判断责任（burdens of
judgment）——是存在着许多障碍，以致我们不能在平常的政治生活过程中正确地（和真诚地）使用
我们的理性能力和判断力。
这些障碍包括： （a）关于一件事情的证据——经验的和科学的——可能是冲突着的和复杂的，因而
难以评估和评价。
 （b）即使在我们对所考虑的相关事情具有高度一致的地方，我们也许在关于它们权重（weight）的看
法上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不同的结论。
 （e）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所有概念，而不仅仅是我们的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
棱两可的。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某种范围内（不是非常具体的）依赖于我们的判断力和解释（以及
关于解释的判断），而在这些地方，人们可能是不同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为公平的正义>>

编辑推荐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旨在达到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对来自各方的批评给予回应。
《正义论》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
罗尔斯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对他现在仍然坚持的一些基本信念进行辩护，回答人们在一些问题上对他提出的批评。
另一个方面是纠正《正义论》中的许多严重缺点，对正义理论进行重新阐述，而这些缺点往往是批评
者指出的。
另外一个目的是将《正义论》所阐述的正义观念与《正义论》之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所包含的主要理念
合并成一种统一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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