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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天下雜誌2004 年的國情調查，貧富

差距的拉大，是當今臺灣人民最大的不滿。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景氣蕭條期間，受

薪階級的荷包縮水不止，高所得階級卻似乎

毫無影響？哪些政治、經濟或財稅的制度或

政策，深化了貧富不均？每個公民應該享有

的權利或義務，例如納稅或受教育，都受到

公平的對待嗎？公平正義的社會到底是不是

一個可以期待的願景呢？諸如此類的議題，

倘若你關心、也企圖進一步思索，就不能不

讀羅爾斯的《正義論》。

本書是近 3 0 年來，影響最深遠的哲學

書籍。只要涉及上述相關的議題，無論本行

專業是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或社會學等

等的研究，你可以贊成或反對，就是不能忽

略羅爾斯的觀點。這本書雖然是在學術圈引

起劇烈的迴響，然而，1 9 7 1 年英文版初次發

行的廣告詞卻是這麼說的：「本書不預設要

有特定的專業知識，適合一般讀者與各種領

域的專家。」的確，與其他相關的學術著作

相較，本書的可讀性高，艱澀的學

術名詞甚少出現，行文親近一般

讀者，具備一般大專學歷的讀

者，大致上應能通讀瀏覽。但筆者

強烈建議，以你個人最強的專注和耐心，

精讀再精讀本書。如此付出的代價絕得值

得，因為一旦跟上作者的思路，你會在這段

閱讀的旅程中，享受到驚人的智性樂趣，巨

幅地擴張個人的思考深度和廣度。

第一章〈作為公平的正義〉，羅爾斯初

步勾勒他的理論，而且特別彰顯與效益主義

（u t i l i t a r i a n i s m）的差別。羅爾斯的思路大致

如下：首先，他認定人類形成社會的組織，

本質上是一項合作的事業。一個人自己單打

獨鬥所能獲取的利益，遠不如經由與他人合

作後，共同取得並分配所得的利益。因此，

社會組織得否長治久安，就在於人際間的合

作如何維持穩定；而影響社會合作之穩定性

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就在於每個人在社會組

織裡，與他人的利益既衝突又一致。每個人

都了解，社會合作的生活比離群索居更能增

進自身的福祉，所以維持合作組織的穩定，

是大家一致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人又各自

有特殊需求的利益，且彼此衝突又難以折衷

妥協。例如有人以為保護好山好水的生活環

境是最重要的，但也有人認為應該充分的開

社會正義的理想與實現—

評介《正義論》
聲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楊士偉

正義論

羅爾斯著

李少軍等譯／桂冠圖書

9211／550元

ISBN 9577303757

平裝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3年3月號． 27

發並利用自然資源，以提升全社會的所得與

福祉。

因此，正義的概念，或是正義原則應該

扮演的角色，就是對於上述的結構性問題提

供最適切的解決方案。當社會的所有成員對

於某項正義原則形成共識，等於簽訂一份合

作協議。這份協議規範每個人應該服從或享

有的基本義務和權利，以及對於因社會合作

所產生的利益與責任，給予適當的分配方

法。換言之，彼此利益對立的個人，共同承

認這份協議是解決爭端、相互退讓與妥協的

依據。由此，便開始進入《正義論》的核心

問題：什麼樣的正義原則，一方面是最理想

的，也就是既能長期穩定的維繫社會合作，

同時又滿足每個成員的特殊利益以及促進其

長期計畫；另一方面，在實務上也是最可行

的指導原則？

羅爾斯堅決反對效益主義的正義觀：以

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名義，犧牲少數人或某

個特定族群或階級的利益。因為即使你願

意、我願意，也不足以強制要求所有其他人

都願意不顧個人的利益，來成就他人或所謂

社會整體的利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行

為，雖是高尚的品行，卻不是每個人都應當

承受的義務。人們願意參與合作的組織，初

始的本意是為了保障並發展個人的利益。如

果社會裡每個成員的利益，隨時會未經本人

同意就受到侵犯，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社會

或合作組織如何保持長期的穩定？

在駁斥效益主義與其他理論後，羅爾斯

在第二章〈正義的原則〉主張著名的兩個正

義原則：

一、平等原則：

當不抵觸他人之類似的自由權，在最廣

泛的範圍，每個人擁有平等的基本自由

權。

二、差異原則：

限於下列兩種狀況，才能允許存在社會

與經濟的不平等：

（a）得合理的期待這類的不平等，對每

個人都有利。

（b）聯繫於這類不平等的職位與地位，

係向所有人開放應徵。

這兩個原則豐富的涵意，很難用三言兩

語解釋。但總的來說，他的正義概念要求

「所有的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

富，以及自尊等等的社會基礎—應該平等的

分配，除非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才允許對

任何一個或全部的價值，進行不平等的分

配」。

羅爾斯獲致這兩個正義原則的推論方式

（詳見第三章〈原初立場〉），是虛擬一個

「原初立場」的場景。那是在一些假設條件

下，觀察有意合作的各方人士，針對一份候

選的正義原則的清單，經過一系列的比較與

考量的過程，陸續排除效益主義等其他理論

的選項，最後顯示處於原初立場的人，必將

無異議地選擇他主張的兩個正義原則，並視

為所有人願意一致接受並嚴格服從的合作協

議。在虛擬的原初立場裡，一個最關鍵性的

假設，是所有參與協商的人都受到「無知之

幕」的掩蓋：一方面，每個人均無知於自己

的階級出身、社經地位、天資稟賦、未來各

人特殊的長期計畫，以及抱持的道德觀念；

同時也不知道他身處的社會環境狀況，及其

未來可能的發展前景。羅爾斯確信，經過原

初立場的無知之幕以及其他假設條件的過

濾，將選出適用性最廣的正義原則。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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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因為這些限制條件，使得各方人士無論

身處於何種環境或哪個世代，也不管其出身

的階級、天資稟賦的優劣，和現有的社經地

位，都將協議出相同內容的正義原則。

設置原初立場的推論方式，可能是《正

義論》最受詬病的部分。許多批評者認為從

虛擬的原初立場所導出的結論，不過是個與

現實無關的空中樓閣；或者，質疑羅爾斯犯

了循環論證的謬誤，因為做為結論的兩個正

義原則，早就蘊含於各個假設的前提裡。這

類學術爭議相當繁瑣複雜，一般讀者如果能

欣賞到作者的論證策略、佈局，然後層層破

敵、步步緊逼結論的推論，享受其中的智性

趣味，也就足矣。

前三章構成第一部理論篇。第二部制度

篇，羅爾斯開始說明，兩個正義原則如何落

實到現實的政經制度。第四章〈平等自由權〉

主要在敘述，體現第一個平等原則的政治制

度，為什麼必須堅定的保障每個成員的三個

平等自由權，即平等的良心自由、平等的參

與政治的權利，以及平等的人身自由；如果

因故必須限制自由，也應該是所有人受到同

等的限制。第五章〈平等的份額〉則是第二

個差異原則在經濟制度上的落實。我們可以

從羅爾斯關於分配正義的論述，反省當今貧

富差距的現象；另外他對世代間的正義問題

的討論，也有助於我們思考所謂「債留子孫」

的財務政策。其次，正義原則不僅適用於社

會制度，也適用於規定個人的自然義務與責

任。所以在第六章〈義務與責任〉，羅爾斯

論證在兩個正義原則下，為什麼相互尊重、

相互幫助與遵守承諾等，是每個人應盡的義

務。此外也說明在什麼條件下，對於我們認

為不正義的法律或制度，可以拒絕服從。

最末，第三部分目的篇所關切的主題如

下：正義原則的功能之一，是必須維持社會

合作的長期穩定；而支撐穩定性的關鍵力量

之一，是來自社會成員從其認同的正義觀所

培養的正義感。一旦具備正義感的習性，我

們就會有慾望維護正義的制度，同時削弱從

事不正義行為的動機或衝動。換言之，當某

項正義原則無法促使人們培育充分的正義

感，以及抑制違反正義制度的誘因，即使看

似理想優雅，也難以付諸實現。於是，羅爾

斯在第八章〈正義感〉說明正義感的發展過

程，第七章〈作為合理性的善〉與第九章

〈正義之善〉則企圖證明他的兩個正義原

則，如何的契合人類的本性發展與固有的情

感，因此養成的正義感必將是充分穩定的習

性。所以在維持社會合作上，他的正義原則

不僅是理想的，也是可行的方案。

《正義論》各章各節之間盤根錯節，形

成相當複雜的體系，以上刻劃的理論發展路

徑，只能算是眾多可能的詮釋角度之一。然

而筆者相信，不管怎麼讀，認真的讀者很難

不懾於作者的思考強度；全書贅語冗言極

少，每句話都推動著讀者的思辯；但是，在

雄健的筆力之下，處處又充滿著令人動容的

人道關懷。

結束之前，筆者想談談翻譯的問題。

《正義論》英語原本於 1 9 7 1 年初版，1 9 9 0 年

刊行修訂版。桂冠的譯本係根據修訂版，初

版的譯本曾由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

1 9 8 8 年初次發行。這兩個譯本大致上還能表

現原書的面貌。但最糟糕的地方是都充斥著

英語語法的中文句子，使得很多段落令人莫

名其妙、不知所云。在信、達、雅的翻譯三

原則上，一般認為學術作品的譯作，總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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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為主，其餘為輔。然而筆者深深不以為

然：既然在專業研究的層次上，無論如何忠

實原文的語意和語氣，譯本絕不能取代原

文，譯本的功能，就應該著重引起一般讀者

閱讀的趣味，或者提供非本業專家初次瀏覽

或查閱之用。所以譯筆當就力求通順流暢，

縱使部分譯文因求通達而不符原意，有時反

而是擴大對原作的思考空間。拗口彆扭的譯

本，才會對原文本身的價值，甚至中文教育

造成傷害。從前，即便學界專業人士，熟悉

英、德、法語等外文的人不多，學習資源也

少，其時主張信實原則，可利他人憑藉譯本

研究之用；但於今日，研究生具備一門或兩

門外語能力，已經是基本要求。學術研究怎

能再依賴中譯本，而不以外語原本為據。所

以此一時彼一時，對於學術作品的翻譯，應

該有不同的定位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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