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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配与权利分配

口万绍和 [浙江大学杭州 310028]

[摘要】 正义是人类永久的主题。本文比较了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不同内涵。本文

认为：古代正义是以责任分配为主，而现代正义则是以权利分配为主。现代社会虽以利为本位而建

构，但人们在思考改进和完善现代社会制度时，古代正义观仍不失为珍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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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问题被认为是政治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

按照传统分配正义的定义，“正义是把每个应得的分

配给每个人”，由此考察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我

们发现：古代正义是以责任分配为主而现代正义是以

权利分配为义。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成为现代社会正义的

主要内容。现代性所普遍共识的正义观是“权利的平

等”。这一观念一方面起源于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另

一方面也是对人性潜恶的防范。然而“今天我们将专

制主义(连同专政与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

希腊人大为惊骇”。⋯古典价值道义论和目的论的主

要精神是宇宙神圣大序。它体现着价值、圆满和等级

观念。每一等级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适当位置，安于处

在自己的位置之中，就是“好”，用柏拉图的话说，这就

是“正义”。un‘古代确信社会的秩序犹如宇宙的秩序，

或者毋宁说，他们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反映和表征；因

为整个世界基本上被视为由上帝为保障世界的有序

运行而制定的法所安排的”。”1人的价值或生活意义

就是在实现终极目的当中的角色德性的发挥。柏拉

图以共同体为本位，因此以“技艺论”的眼光看待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技艺，每一种技

艺都能够发挥到最佳，这就是“优秀”或“德性”，是希

腊人所追求自己的最大“好”或“优秀”。医术之高明，

是医好病人；最高明的鞋匠做的鞋是别人穿的。从

“技艺”观看问题，政治权利必然是责任而不是权利或

对自己的好处。政治家这种专业也是以最佳地服务

他人的真正之“好”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任何统治者

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管他照管的是公事还是私

事，他总是要为他照管的人着想的⋯⋯他们任公职是

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1

同样是从宇宙大序的神圣大序出发，亚里斯多德

认为“城邦(虽然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

质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

部分”。”1他以航海比喻：水手们各有职司，一为划桨

(桡手)，另一为舵工，另一为了望，又一为船上其他名

称；(船上按各人的才能分配各人的职司)每一优良水

手所应有的品德就是当符合他所司的职责而不相同。

但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各个定义外，

显然，还须有适宜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

各司其职的全船水手实际上齐心合力于一个共同的

目的，即航行的安全。与此相似，公民们的职司固然

各有分别．而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一致的

目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

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

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1显然，亚里斯多德也不

把政治权利看成个人的利益或好处，而是对城邦的责

任、服务和贡献。所以他的“分配正义”是“应得”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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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权利”观。分配正义在于谁能对于城邦的功能需

要做出最合宜的贡献，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权利。

“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

贡献大小为依据”。”1

当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意为个人

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获得幸福。共同体城邦是个人实

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此古典政治的角色——

专业分工是从整体出发要求人尽职尽责，以获得人生

的意义。而现代性的精髓在于从个体精神中发展出

来的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

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出生所决定的位

置。社会契约理论将社会的兴起与国家的创立明确

地区分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使国家的职能与古代

社会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权利本位成为构建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国家的

基础。权利优先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确立。西方

近代以来的分配正义观基本上是权利的平等分配。

德沃金说：“自然权利的思想(亦即罗尔斯的思想)坚

信个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个人选择是基本的，需要

保护的，是法律的基础；它是批判法律是否具有正当

性的依据，而不是相反由法律和习俗所产生的”。”1拥

有平等的权利所要排除的就是对平等权利的恣意剥

夺和任意侵害。这些危害一方面来自社会成员之问，

因此，作为保护者的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

来自于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个人权利的危害，因此，限

制国家权利，实行分权制衡也是必要的。前者有霍布

斯的利维坦政府；后者有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

其目的都是“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

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限度”。其基本出发

点都是基于现代社会的正义观——人人享有天赋的

平等权利。正是对这种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坚定

信念，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和制度设计者们，倾注全力

捍卫它的尊严。“个人拥有权利。⋯⋯这种权利如此

强有力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

事情的问题”。”1由此，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

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才是现代正义的国家。

人人拥有天赋的平等权利，其本质在于人人拥有其社

会行为的平等资格——行为的自由选择。个人权利

转化为个人行为的内涵——自由。保护这种自由，防

止外界的侵害，成为现代立宪政治的本质要求。与这

种理论相应的市场经济为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

舞台。而近代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为这种理论提供

了正当性的实证依据。

把分配正义的正义性主要看作是责任而非利益，

这使得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张力。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哲学，必然从

角色——专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权利的正当分

配，并不认为政治权利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竞争的对

象，而是谁能更好地负起责任，谁就可以承担之。然

而，现代社会在失去了整体性意识的视角中，社会各

利益集团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处

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于是就会把自己的利益集团

当成本位，从而不会“让”而必须“争”。这是权利意识

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明显地反映的现代政治哲学内

涵：“个人是具有利己心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

此，“对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

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利范围内的行为的法律——制度

规则，就必须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看作是用他们的权

利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人”。如果“没有

宪法约束，个人对自利的追求将会导致公开的冲突，

个人选择也难以有一个公正的秩序。政治的基本任

务就是提供这种宪法秩序”。[8】

公共选择理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而从总体言之，仍有偏颇。不错，契约的、“权利”的政

治伦理层次仍然有待认真建立，承认权利的“好处”和

制约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有益洞见。但这并不意味

着现代性政治哲学只能把政治定位为谋私者的舞台，

否认超越的可能和意义，否认从整体看问题的必要．

否认把职位当作责任的、有公共德性的政治家对于一

个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即使在现代，

从责任角度出发的“正义分配”理论对于“权利优先”

理论也不失其重要意义。

两种理论提供了这种例证。

起源于战后的法团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基督教为拯救下层劳动者阶层而

提出社会和谐的倡议等等，重整体和谐的观念，并不

因现代社会的进程而中断。法团主义认为：在处理社

会冲突解决社会问题时，国家应作为调节的第三方，

根据社会利益集团利益的大小台理分配代表名额．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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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充分沟通和信息的渠道以制定政策来调节社会各

阶层的利益关系，以使社会秩序稳定，均衡发展。可

以看出。这种从整体功能出发来建构现代政治制度，

己不同于利益集团竞争的政党政治。

新宪政论思想，拓宽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视眼。休

谟的名言“政治家们己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

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立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

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们的全部行动中，除

了谋求一已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成为近代以来

分权制衡、宪政理论的最好解读。然而这种以无赖制

约无赖的宪政理论，被认为由于“制度设计的各种狭

义的概念”和“关于人类动机的狭义概念”等具有“不

适当性”。新宪政论认为在设计政治制度时，不但要

“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还应“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

问题”和“有助于形成公民的性格”。”1认为“立宪政体

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其公民的素质”。于是公民接受

教育，成为“具有公德心的代表，对政府程序进行控

制”。”1而“传统的政治观念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

维护正义，并在整个城邦提倡美德，因为道德最终是

和平和良好秩序的基石”。⋯

我们似乎看到当代政治哲学在向古代政治哲学

的回归。在当代，人们在思考。平等的个人所拥有的

领域是否更需要一种整体性的价值支撑呢?国家建

立在个人不同价值基础上是否有意义呢?传统价值

在现代还需要吗?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人们

并不是用现代价值体系坐标简单地否定传统价值，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必定是包含着人类多重价值的

多维坐标体系的社会。传统价值观仍然是人们必须

珍重的价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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