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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一套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我们素有此愿，但碍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已经努力译出了一批国外伦理学专著，但毕竟力量分散，也难见系统。
现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面组织并承担出版，这套丛书方得以陆续问世，这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庆
的好事。
中国历来号称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伦理思想一向发达，特别是值此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
期，伦理学更有勃兴之势。
为了迎接和促进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现象，按照
党和人民的要求，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人们的精神境界的规律和方
法，这是我们的主要着力点。
但是，也有必要整理我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丰富的道德文化遗产，有必要借鉴国外从古典到当代的各
种独特的伦理思想成果，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两翼。
这一套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我们力求选入已有定论的古典名著和有较大影响的当代专著，包括较好
的伦理学史和教科书；在翻译上，则力求做到文从字顺，不走原意。
我们不仅希望伦理学专业的同志，也希望其他研究领域的同志来参加这一工作。
本着贵精勿滥的原则，准备一年先出两三本，积数年之功，想必会做出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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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系统，只有当这一制度满足政治正义的基本权利要求，保障所有公民法定的社会生产财富，才
是公正的。
在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之前，都理应受到批判，谋求改革。
”在有关工作市场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观念和意愿自由的矛盾中产生了对基本原则的讨论：
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正义”。
在《被证明的不平等》一书中，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证明。
该著讨论的是有关平等的理论，对社会不平等的允许是建立在既定的与公共证明相联系的基础之上的
。
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必须符合正义的基本原则，正义原则应
该广泛地体现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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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尔福莱德·亨氏教授，1956年生于德国汉堡，1984年获汉堡大学哲学博士，1985-1988年DFG博士后
研究，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高访，1987-1988年哈佛大学哲学院高访。
1988-1996年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97-1998年分别在莱比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
授，1998-2005年任德国萨尔布吕肯大学哲学教授，其问同时担任比利时欧洲研究院和比尔福来德跨学
科研究中心客座教授，2006年至今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由德国国家总统任命的德国
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
亨氏教授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和托马斯·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罗拉德·多尔金（牛津大学）等
一起与约翰·罗尔斯（哈佛大学）共同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正义理论、政治自由主义的建构以及国际法
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1994年他在德国曾组织主持了一场由世界各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参加的有关罗尔斯《政治自由主
义》的哲学盛会。
2002年在柏林和纽约同时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即《被证明的不平等：社会正义的原则》一书。
该书发表后引起关于社会正义分配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广泛讨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相关的社会和
政治领域也激起反响，德国著名的《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长篇评论，德国的《时间报》、《法兰克
福汇报》和瑞士的《苏黎市报》等都发表了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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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两个正义基本原则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一个公正的社会通过以下特征而体现，即它的重要制度
要满足两个基本原则。
这两个基本原则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表述如下：第一，在一个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完全相应的系
统中，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该系统与所有人享有基本自由的系统是相容的，在这一系统中平等
的政治（仅指政治的）自由的公平价值将得到保障。
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它们必须满足所有的工作和职位在公平
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二）它们必须做到最有利于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
此外，隶属于这两个基本原则的还有在其之间业已存在的优先性关系的确定。
这里，第一基本原则相对于第二基本原则的两个组成部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在第二基本原则的两个
部分之间，则是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相对于差异原则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差异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
地促进那些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成员的有利的方面。
罗尔斯是通过列出基本财富的目录将两个正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具体化的，它所涉及的是基本财富的分
配。
对基本财富的理解，罗尔斯认为它们是既定的自由，前设权利和普遍的实现手段，所有的公民对它们
的需求将得到同等程度的分配，以便公民们对于公正的社会合作所需要的基本的道德能力能够获得相
应的发展和体现。
基本财富的目录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由现代宪法所确认的政治的基本权利和公民的基本自由—
—如积极和消极的选举权，政治演讲自由，宗教和良心自由以及在法治国家的思想中所总结的对个体
的保护权利和自由；（二）自由迁移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三）与公共职业和社会地位相结合的前设
权利和特许权；（四）收入和财产权；（五）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
这些基本财富是社会性的财富，它们通过以下特征而区别于如健康和精神力量的自然财富：它们的供
给和分配多多少少是间接地通过一个社会的制度性的基本结构所确定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社会的政
治宪法、经济秩序和其他基本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家庭和教育系统。
我们可以将罗尔斯的基本财富在其后再细分，两个基本原则的哪些部分规范着它们的分配。
政治和公民的基本自由在第一基本原则的规范之下；社会的前设权利和特许权，收入和财产权受制于
第二基本原则。
职业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迁移并没有被完全明确地归类。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它们一方面属于重要的宪法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们是作为对基本权利的
保障而受到宪法保护的；另一方面，罗尔斯本身并没有将它们作为受第一基本原则来调节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来加以描述。
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在基本财富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是因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对自我尊重的保障是在两个正义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和谐的方式来公平分配其
他基本财富的前提条件。
第一节政治的和公民的基本自由当我们来审视两个基本原则的运用时，在一个社会的制度性的基本结
构范围内的两个领域是应相互区别开来的，即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
从内容上看，第一原则要求首先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和相应的基本自由，即通过制度来确保他
们在那些与集体性事务相联系的决策形成和确定时具有平等的参与权。
其次，所有平等的和相应的公民基本自由应得到保证和确定，在某个既定的界限内集体的决策允许介
入单个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第一原则的目的是通过另外的言辞表达民主和自由的宪制国家的实现，宪制国家能够真正体现人民主
权的原则，并能保障其公民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权利。
平等的政治和公民的基本自由的要求，以及对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保障，都是同法律制度和实际经
验的框架条件紧密相连的，唯此条件下在一个社会中合法的政治决策才能形成。
这里合法的政治决策应理解为对所有公民都是有义务遵守的，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家暴力
机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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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基本自由最终涉及对于与集体性事务相联系的决策的平等和相应的参与权利的制度保障。
通过对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保障进而能够确保，那些与此相结合的权利能为所有公民真正享有和利
用。
按照民主社会的平等性思想，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拥有不依赖其社会地位而与他们的天资和能力相符合
的机会，去担任政治职位和参与集体决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针对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业已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措
施，以此来限制那些拥有更多手段的社会成员在政治决策的酝酿过程中控制对资源的需求，或者通过
这些措施能够给那些对社会影响极其微弱的社会成员提高可支配的公共手段，以便给他们带来政治参
与和实现的公平机会。
这样，就能够避免那些因其社会出身而比其他人占有丰厚的资源并拥有更大影响力的成员，借此在政
治观点和意愿的形成过程中就为自身谋求并获取不公平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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