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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
其他理论， 如直觉主义， 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正义观和道德观。
《正义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
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 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
协议。
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它是互相冷淡的个
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
契约目标是选择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
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
们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
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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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理论第一章 公平的正义在这导论性的一章中，我将概述我试图建构的正义论的一些主要观念
。
这种阐述是非正式的，是打算为随后较详细的论证引路，因而这一章与后面的讨论之间不免会有某些
重叠之处。
我一开始将首先描述正义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简要说明作为正义的主要对象的社会基本结构。
然后，我要提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主要观念，提出一种使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更为
概括和抽象的正义论。
在此，社会的契约被一种对最初状态（initial situation）的解释所代替，这一状态把某些旨在达到一种
有关正义原则的原初契约的程序限制条件结为一体。
为了清晰和对照起见，我也要论及古典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考察这些观点和公平
的正义观之间的某些区别。
我的目标是要确立一种正义论，以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象，来替换那些长期支配着我们的哲学传统
的理论。
1.正义的作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
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
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各种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
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
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德性，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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