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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国已经不陌生，但由于他思想的繁复，要把握住他思想的精髓并不容易。
纪森的《正义与德性：哈耶克与休谟的正义理论比较研究》一书是试图厘清哈耶克与休谟之间的思想
传承关系而进行的一项努力。
纪森通过认真而严肃的梳理，认为休谟从探究人性科学入手论证了“正义是一种人为的德性”这个命
题，而这个命题是由“正义规则是人为的”和“正义是一种德性”两个部分构成的。
哈耶克在继承休谟对“正义规则是人为的”命题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否定性正义观”；但是哈耶
克并没有继承休谟所谓“正义是一种德性”的命题。
因此，纪森认为哈耶克与休谟的正义理论之间是存在断裂的，也就是说，哈耶克回避了对德性（人性
）问题的探究，纪森进一步认为，无论从哈耶克理论的内部视角还是外部视角来看，哈耶克都无法回
避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因而，在哈耶克的理论中留下了一大缺憾，并进而建构出正义与德性的关联问
题。
　　本书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论述逻辑相当清楚，环环入扣，层层深入。
此外，在我看来，纪森对于哈耶克与休谟正义理论的梳理和比较十分细致，而且颇多独到见解。
比如，纪森在深入阅读的基础上，概括出哈耶克的正义理论主要包括：在自由社会中行为规则要具有
抽象性和否定性的特征；判断这些行为规则的标准是普遍性（或一致性或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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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休谟从人性科学的探讨人手论证了“正义是一种人为，的德性”这个命题，亦即可以转化成“正义规
则是人为的”：与将德性附于正义之上从而主张“正义是一种德性”这两个命题。
哈耶克在继受休谟对“正义规则是人为的”这一命题论述的基础上，主张以人之理性有限为基础的文
化进化之上的“否定性正义观”；但是，哈耶克并没有继受休谟所谓“正义是一种德性”的命题，因
而，哈耶克的正义理论与休谟的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断裂，或者说哈耶克立基于其认识论之上有意回
避了对德性问题的探究，但实际上他又无法回避，进而在他的正义理论中留下了一大缺憾。
简言之，正义是与德性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德性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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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纪森  1976年生于山东高密，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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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哈耶克的正义理论　　我们所习得的经验已经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对
于任何想通过把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过程置于权力机构控制之下的方式去扼杀这种自生自发的过程并
摧毁我们的文明的做法，我们都予以坚决的制止。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为了不使我们的文明蒙遭摧毁，我们就必须丢掉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
经由刻意的设计而“创造出入类的未来”，正如一个信奉唯社会论的社会学家在晚近所发表的那部狂
妄自负的作品中所表达的那般。
以上所述便是我经由四十年的研究而达致的最终结论：自我意识到理性被滥用及其衰微（the Abuse
and Decline of Reason）这个过程以来，我用了四4-#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而在这四十年的岁月里，
理性被滥用及其衰微的过程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A．Hayek）　　哈耶克从192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1988年出版的
《致命的自负》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余年，思想经历了相当大的知识立场转换的繁
复。
正如路德威格?拉彻曼（Ludwig Lachmann）对于“哈耶克如何看待某个问题？
”所作出的有名回答是“哪个哈耶克？
”，“这表明：参考的哈耶克所有作品中的不同部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尽管如此，哈耶克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基础上则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之一。
一如约翰?格雷所见，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关于人的有意识的认识能力及在社会中利用知识的
能力的范围和局限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于哈耶克对经济理论、法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种种立
场中。
”　　一如我们所知，美国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后，走向“福利国家”之路；而英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工党执政，实行“民主社会主义”。
在哈耶克看来，“第一，人们已不再信奉一种独立于个人利益的正义；因此第二，人们用立法来授权
强制，不仅把它用于防止不正当的行动，而且还用它来为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谋求特定的结果”，
哈耶克正义理论的产生正是受到了此种事态的刺激和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系统性的论著《自
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中，尤其是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
　　联系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他的知识论中。
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在哈耶克的知识论与法律理论的关系这个题域中，我认为邓正来极其敏锐地抓
住了哈耶克理论的这一前提，并作出了极其详尽而严肃的爬梳。
无疑，邓正来的这一努力为我们以及后来者把握哈耶克内在理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鉴于此，本书采用邓正来的论述脉络，即“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即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
”（内部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反映和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哲学建构的过程，而哈耶克宏
大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乃是“他经由社会理论到自由理论到法律理论的阐发而试图达致的”。
就此而言，邓正来认为，一方面“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社会理论和自由理论的逻辑展
开”；但更为重要的是，“就其整体社会哲学而言，他的法律理论却是进一步理解他有关个人自由与
社会秩序之关系的洞见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其基本的前提”，即“只有在理解了哈耶克的‘法律’观
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为深切地理解和把握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乃至社会理论”。
　　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在我看来正是建立在他的法律理论的基础上，他在1973年发表的《自
由主义》一文中描述道：“自由主义的法律观念乃是与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换
言之，哈耶克正是从他的法律理论进入他对正义问题的探究。
联系上文，我们会发现，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不是孤立的仅仅概念性的分析，而是深深嵌入到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中的一环，或者说是以他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为依凭的。
正如邓正来所说：“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乃是以一种由正当行为规则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秩序
要比任何一种由命令支配的组织型社会都更为可欲这样一项基本的前设为依凭的，因此我们必须指出
，任何无视这一基本前提的讨论，都不可能妥切地理解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以及他对‘社会正
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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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鉴于哈耶克的法律理论与“否定性正义观”的联系，首先有必要对哈耶克的法律理论进
行阐释。
由于邓正来在这方面有详尽的梳理，我只是作一概要的介绍，并根据我的论题的限定，抽取几个核心
概念大致勾勒出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内在理路。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将对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进行具体的阐释。
　　一、哈耶克的法律理论　　（一）对邓正来所梳理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概述　　简要言之，我认
为可以这样概括邓正来所梳理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内在理路，即哈耶克是从“知与无知的知识观”的
转换的逻辑脉络中确立社会理论的基本洞见，进而到自由理论的建构与法律问题的提出。
　　具体言之。
就哈耶克的知识观而言，哈耶克在“分立的个人知识”经“知道如何”（know how）的默会知识再到
“无知”概念的转换过程中，达致了从“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向“无知”意义上的“超验”知识
观的转化——这可以典型地表述为从“观念依赖”到“观念决定”再转向’“必然无知”或“理性不
及”的发展过程。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哈耶克从“观念”向“规则”等一系列概念的转换，因为正是透过这些概
念的转换，标示者哈耶克实质性社会理论的建构路径的变化，表明了哈，耶克对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
“两分框架”的拓深，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意味着哈耶克“规则范式”的确立。
　　在“知与无知的知识观”的转换的逻辑脉络中，哈耶克主张进化理性，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
建构论唯理主义基于个体倾向于理性行动和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
此凭借个人理性，足以使其知道并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构成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
节，并进而主张所有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主张否弃所有并不明显服
务于共同同意的目的的制度；而进化论理性主义则主张理性的限度，反对理性的滥用，认为个人理性
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并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
说它是经验的总和。
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他的社会理论中几个核心命题，这些命题都是以否定“原子论的个人主义
”为前提的。
第一个命题是确立了社会秩序分类学框架，认为所有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
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内部秩序），而后者则是指“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外部秩序）
，而只有自生自发秩序才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第二，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
换言之，它们都不是因计划或设计而生成的，而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而就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秩序类型：一是在进行调适和遵循规则的无数参与
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秩序（或称为行动结构）；二是作为一种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
。
第三，根据“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两分框架，哈耶克了形成了社会行为规则系统“文化进化
”的命题。
　　哈耶克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分类学本身并不能够直接证明某一种社会秩序比另一种社会秩序更可欲
或更具助益性。
哈耶克正是通过自由理论的建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哈耶克基于三个重要的论辩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说明了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
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哈耶克认为，自由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促进分立的个人知识的协调，并提供机会和激励去确保个
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得到最大化的运用，从而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明确指出，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
力，但是哈耶克所建构的自由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只是自生自发秩序“有助
益”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
为此，哈耶克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既与哈耶克自由理论紧密关联又与其法律理论建构密切相关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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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确获保障的领域。
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
涉的。
　　由上所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或者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界分每个个人的这种
私域呢？
哈耶克正是经由法律理论的建构来回答个人行动确获保障的领域是如何得到界定的，进而明确何者构
成了不正当的强制或“干涉”，并最终界定出维续这种自由私域所需要的规则或法律。
就哈耶克的法律理论来看，他基于“自由”和“法律”这两个术语含义的不明确和作为组织规则的公
法统合或侵吞作为自生自发规则的“私法”，致使自生自发秩序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等洞见，揭示和
批判了“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
其中，哈耶克在对那种理解社会秩序及其规则之独特性质的“自然的”和“人为的”现象之间的二分
观的批判的基础上，继受和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的“自然”、“人为”和“人之行
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三分观，进而在法律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即
两种独特的规则（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或规范分别对应于内部秩序，或外部秩序。
其间的要素必须遵守它们以型构出相应的秩序种类。
其中，内部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主要功能，乃在于明确个人行动的确获保障领
域：告诉每个人何者规定是他所能信赖的，何种物质性东西或服务是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的的以及
他所具有的行动范围是什么。
　　（二）对几个核心概念的探究　　上面根据论题的限定，我从逻辑上粗线条地概述了邓正来的论
述脉络，从中我认为有几个关涉哈耶克法律理论与“否定性正义观”的核心概念需要作详细的探究，
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并从中开放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联系上文，我认为哈耶克的“自由”、“内部规则”与“文化进化”这三个概念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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