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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反映了三个方面的信念。
第一，一套严密完整而又稳定的政治理论对于理顺社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
它并不能保证政府一定是好政府，甚至不能起码保证政府一定是有限的政府，但是它有助于划定我们
理应追求的那一类界限。
第二，将这样一套理论放进无可争议的基本原则的混凝土中去，是一件困难但又引人入胜、值得一试
的事业，哪怕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
第三，自由主义在意念上的变质，并不能怪罪于历史的进程，而是由于它的预制构件太软弱，它的设
计又太吸引人去对它加以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东改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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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东尼?德?雅赛曾就学于布达佩斯、珀斯（西澳大利亚）及牛津，于1948年匈牙利转为社会主义制度
之时离开其家乡匈牙利。
1957年至1962年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学研究员。
然后转而自1962年至1979年在巴黎从事金融及投资银行业务。
近十年来定居于诺曼底。

　　
　　他的学术兴趣已从经济学转到了政治哲学，在这方面出了两本书，即《国家》（牛津：贝塞尔?布
拉克韦尔，1985年）及《社会契约，免费乘车》（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89年）。
本所先前曾发表过他的《市场社会主义面面观》（临时论文第84号，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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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权利　　一、权利自由主　　时下自由主义的词汇中最引入瞩目的标志也许就是&ldquo;
权利&rdquo;（right）和&ldquo;各项权利&rdquo;　　（rishts）这些字眼的频频出现。
权利是令拥有权利的人称心如意的、使他放心的、对他有的，在道义上或物质上有价值的。
权利是否要求什么代价，一下子是看不清楚的．也许权利就是一顿&ldquo;免费午餐&rdquo;，只要得
到承认，就可以享受。
凡是&ldquo;反对权利&rdquo;的主张，都很难站得住脚；&ldquo;拥护权利&rdquo;也就是同情人类的普
遍向往。
保障男男女女的权利也就是证实他们应有的地位。
　　各种政治理论，以及标榜这些理论的各个政党、团体及运动都抓住权利和有关权利的谈论不放，
越来越带劲，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它们一直在宣布一张张单子上列举的各种人权、公民权利、少数权利、妇女权利、&ldquo;经济与社会
权利&rdquo;、受教育权、就业权、机会与保障权、&ldquo;民主&rdquo;权利、&ldquo;发展权&rdquo;
、文化权利以及其它许多含义和实效远远不一定清楚的权利。
　　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曾经打过先锋。
它一开头就有一个根本的趋向，对权利加以赞助，而权利的主体主要的（但不一定）是个人，因此，
自由主义对于大部分权利采取支持态度，就不像其它一些同它竞争的政治思潮那样感到拘束，因为这
些政治思潮所关注的中心是阶级、民族、种族或是群体等等。
自由主义对权利的强调（某些作者对权利总是念念不忘），产生了整套整套被理解为&ldquo;基于权
利&rdquo;（同&ldquo;基于目标&rdquo;相对）的理论。
①用这个名称，可能是为了表示它以　　某些权利的存在作为自己初始的原则，而不是从上帝的意志
、人类天性的本质、福祉的条件或是任何别的事物那里引伸出这些权利来；它的权利不需要在实证意
义上认证是否真正存在，也不需要在规范意义上认证是否理应如此。
　　于是，这个理论的其余部分就围绕着这些权利而建立起来7，这权利，如有可能，必须得到这个
理论的其余部分的支撑，无论如何不应被其余部分所反驳。
所以，诺齐克的国家理论的第一句话就干脆宣告&ldquo;个人有权利&rdquo;而不设法去证明为什么应
该如此。
他们有权利是笼统的。
他们拥有的任何特定权利都使他们能个别地通过契约或集体地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去取得别的权利
。
前者主要是为了创造与转移财产权；后者则是一切集体地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之父。
一切人被事先赋与某些权利，这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这样就提供了一个不必证明的公理式的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推导出一个与这些权利相容的
政治秩序来。
走这样一条路有一个弱点，就是权利并不是扮演不言白明真理角色的最合人选。
总的说来，如果不采取诺齐克的出发点，而采取某个别的出发点，也许会有助于使自由主义（或自由
意志主义）所受到的俨然公理式的对待更不容易受到怀疑批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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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断定谁不是自由主义者，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十分困难的事了。
回顾一下费格森、休谟和亚当。
斯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回顾一下威廉&middot;冯&middot;洪堡、孔斯当和基佐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自
由主义的原始著作，回顾一下辉格党人、托克维尔和巴斯夏，就可以看到，他们尽管着重点有所不同
，但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却有相当程度的相容之处。
他们都有相当一致的目标，其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
己所想要的事物。
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
简言之，这种自由主义，首先就是关于&ldquo;自由&rdquo;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什么别
的自由。
　　但这个学说在其逐步演变中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了，到了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自由放任
（LaisScz一faire）就不再是指导原则了，唯有当非稍稍哄骗一下不可之时，这个原则才得到一些尊重
。
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局面，那就是自由主义有意识地开始采纳一些多种的、言人人殊的、滑来滑去
的标准，这些标准的来源有二：一是像平等或&ldquo;公平&rdquo;这样的普遍福利方面的、再分配式
的考虑，一是个人权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尤其是在法学思想与经济学方面，自由主义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旨和自己的鲜
明面貌．在自由主义的标签下，互不相容的杂七杂八的目标都混在一起，乱成一团，其混乱的程度，
是任何别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在内，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时至今日，&ldquo;自由主义&rdquo;的政策既可以是如此这般，也可以是如
此这般的反面。
古典式的一一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用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谈论自由
和&ldquo;权利&rdquo;，把政策同时向四面八方曳拉，他们所用的这种语言，正是概念混乱的一个反
映。
　　有人可能反驳说，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理论在健康地演变，它对一大堆不同观
点都兼收并蓄，将现代社会多方面的不同利益和偏爱都结合了起来。
如果这是实用的、临时权宜的理由压倒了意识形态，是实用主义压倒了原则，这样说亦无不可。
　　但是，实用主义压倒了原则，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又声称，归根到底，如果想从无可争议的真理和普遍赞
同的目标那里推论出严密完整的一套自由主义的（或是就此而言任何别的）原则，使得依照这些原则
而产生的政治理论在根本方面能经得起岁月流逝和风云变幻的消磨，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像是在兴建冲天高塔，边往上兴建，原则就边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论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分裂（在这方面自由主义是特别容易被人拉长或压短地摆弄的），结果是自由主义者们
各说各的语言，自由主义的鼻祖们听了也许认为这是胡言乱语。
但他们这样看是错了，这正是自由主义要维持其自由主张而发生的现象。
　　如果持这种观点，那就等于注定自由主义只能逐渐丧失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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