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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第14期）

2002年12月11日    来源:本站首发 

  

时间：2002年10月25日 

地点：四川大学伦理中心 

主持：余平 

主讲：刘莘 

参加人员：成先聪、高小强、熊林、杨秀杰、冉桂琼、丁元军、赵勇、吴兴明 

记录：徐明玉 

  

自由主义能否在中国生根？ 

  

刘莘主题发言,参见文章：paper one、Paper two 

  

讨论部分： 

  

丁元军：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消极自由”，你有什么看法？ 

刘 莘： 把 “自由”理解为免于阻碍，这是立不住
脚的，但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消极自
由”，他们认为这是建立在康德意义上的自足的理
解。实际上，他们的理解还远远难以达乎康德本意
上的丰满，因而我不赞成他们的“消极自由”。 



丁元军： 我来清理一下题目：由“自由主义能否在
中国生根”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自由主义是否
已经生根？哪一种自由主义应该在中国生根？应当
如何生根？（这是方法论的问题），自由主义能否
生根涉及到土壤。显然这几个问题相关但却不同。 

刘 莘： 是的，这几个问题非常相关，而且在文章
中有相应的回答，都是照顾到的，只不过鉴于时间
我没有详细表述，也可能因为语言（英文）的阻
碍，你们没有仔细去阅读我的文章。 

余 平： 我听了你的阐述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印象，
你看是不是这样：中国的改革因为强调效率引发了
一系列问题，但又说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可取，而中国又不得不改
革，是不是因为效率问题？是这样吗？“生根”又
是啥意义？ 

刘 莘： 中国经过30年的中央集权管理已处于政
治、经济的贫困边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就引进
了市场机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
原则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对于“生根”没有做语义
上的解释，这里的“生根”是指“强生根”，不是
“弱生根”，所谓“强生根”是指在经济、政治、
社会运作中生根产生效力，而“弱生根”指在文化
人的头脑留下很深的痕迹而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杨秀杰： 你对追求效率的看法建立在对历史的解释
上，我们也可以对历史作出另一种解释，其实改革
开放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在邓出来之前，整个社
会风气已经转化，邓只不过顺应这种呼声。改革开
放以前就有，20年代，市民到处经商，再往前，清
朝也是如此，市民会在政府之前首先发生转化。你
说中国不进行改革就会出现财团，这是不会的，因
为中国的市民有其特殊性，他会首先发生转化，使
经济散化，所以你的结论不成立。 

刘 莘： 我没有作出结论，我只是给出了几个可能
的模型，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基于这些实事，然
后匆忙建构一种似乎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的行为不为
我所欣赏，因此，我没有做出定然的结论。 

吴兴明： 请谈谈罗契克与罗尔斯的区别 

刘 莘： 首先罗契克与罗尔斯的思路不一样，罗契
克的源头在于洛克，罗尔斯的却是罗素。罗契克与
洛克都是为财产权利作辩护。尤其罗契克认为会有
“公地悲剧”出现，因为公有，人们会随意践踏、
唯有财产私有才会受到保护，所以他为私有财产作
道德辩护。罗尔斯和罗契克都反对功利主义，只不
过罗契克更强调个人主义。 

吴兴明： 罗尔斯的逻辑好像是从原初状态开始的，
认为权利优先、政治优先建立在道德优先上，这是
行不通的，会导致国家主义，或者乌托邦，所以罗



契克强调个人主义的权利优先。 

成先聪： 我认为罗契克和罗尔斯的分歧是在罗尔斯
的第二个原则中的其中一点上，罗尔斯主张强者对
弱者的弥补，罗契克则要求把自由贯彻到底，在经
济领域也如此，不能想当然地、不管别人同不同意
就弥补他，“我”没有这种义务。 

刘 莘： 罗尔斯不是建构在对原初状态的描述上。
对于原初状态，他借用了现象学的悬置，人悬置其
特殊性以还原到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下就是在最
初的道德平等下。罗尔斯也认为个人的权利不能被
社会福利剥夺，这是硬权利，他的正义体系是包含
权利的，是一种正义体系的融贯。罗尔斯的结构体
系是先提出两个原则，再描述原初状态，不是从原
初状态引出两大原则的，罗尔斯的理论是在逻辑经
验主义解构之后的一次重建，是对整个伦理学的重
建，带出了很多深刻的视野，但很多人都没有如其
所是地认识他。 

熊 林： 我接受你对罗尔斯的辩护，你的带有个人
感情的倾向更值得尊重。但他把经验主义的一些东
西还原到原初状态，人还原到“位格”似的人，
“位格”是绝对空灵的，如同康德的“自我立
法”。罗尔斯若采取经验主义会导致相对主义，产
生实体乌托邦理想的灾难。 

刘 莘： 罗尔斯不是一个英美经验主义者，他对经
验主义有很大的突破，罗尔斯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
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视野不仅停留在哲学层面，还
有人的经验层面、道德层面，他有经验的视野但又
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先验主义者，他
在广泛的基础上建构他的体系，这个体系极其庞
大、复杂，也值得关注。 

丁元军： 罗契克认为个人天赋是道德应得；罗尔斯
认为个人天赋是道德不应得。这里“道德”是否等
同于“权利”？什么是“道德不应得”？ 

刘 莘： 有这样一个直觉，在自由契约中，罗契克
认为靠个人天赋所得这是他的资格，没有理由被剥
夺；罗尔斯则认为你得可以，但政府作为一个合法
的机构有权向你收税。道德应得和道德不应得：人
在一个社会基本结构之间，人在基本结构中获得了
一些东西，这是社会偶得，在一定范围内是道德应
得，但社会偶得的机会会导致更多的利益，这是道
德不应得。社会偶得是不可剥夺的，自然偶得即生
理偶得也是这样，社会偶得可以调节，自然偶得是
不可调节的。 

高小强： 我始终感觉到一种距离感，觉得你的问题
和你的讨论内容有距离。你的清理仅在近代，实际
上谈中国的问题不应仅停留近代，应该在中国的文
化脉络上有个清理，因此先前杨老师的问题是有意
义的。 



刘 莘： 距离的产生跟时间、语言相关，导致理解
上的交错。选择突出近代，因为文化与文化有互动
性，在这种互动中，历史和文化会相融合，近代并
非没有文化脉络。 

余 平： 关于罗契克和罗尔斯之间的争论是学术之
争，谈罗尔斯大林实在性直接表现在中国问题上，
我很想听你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其实“社会主
义”在我看来是很成问题的，什么叫社会主义？打
了社会主义旗号就叫社会主义？从经济的角度来
看，“公”和“私”逐渐伦理化，认为“公”好
“私”坏，所以改革之初非常艰难。什么叫
“公”？什么叫“私”？中国的“公”和“私”不
是一个对子，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用“社会主
义”是很冒险的。 

刘 莘： 我假设了这样一个背景的成立：“社会主
义”这样的概念大家都理解。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
义理念的规范性的基础，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
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等中央集权制度。社会主义这个
体制如何与市场机制结合是从海克开始讨论的，慢
慢地形成了市场社会主义，我想这个背景是清晰
的。 

余 平： 你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什么？80年代
有无数的说法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
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情形，东方的“社会主义”
是列宁的创造。中国没有马克思理念上的社会主
义，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与资本主义相对的
就叫“社会主义”吗？ 

刘 莘： 国外有许多党派和人士看到资本主义道德
应然规范性的欠缺，因此就想建立一种规范性的道
德基础，命之为“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其核心
理念应该包括：完善、平等、公有。那些人作过大
量的努力，对公有的理解千奇百怪，这都是构思，
为规范性构思。 

丁元军： “完善平等”是很好的表达。马克思发现
人的差异是社会历史导致的，所以会随着社会发展
消除差异。平等既是人的原初状态又是其理想状
态。 

成先聪： 平等与公有必然有很深的联系，公有必定
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规定。马克思认为是私有制导
致的不平等，因此用公有制来消除不平等。 

熊 林： 我先在富人家，你收我重税，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出生有
罪”。 

刘 莘： 生在富人家，这是先天优势；生在穷人
家，这是先天劣势。这两种势态在人的自由层面上
不能获得道德辩护。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穷人通过
努力奋斗变成富人，这是道德应得；仅是靠个人高



天赋和偶得获得应该收税予以调节。 

丁元军： 这是有“正当”和“善”的混淆：生而为
有是正当的，但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非道德，生而
为穷因奋斗而有成就是正当的也是道德的，若这样
那罗尔斯不是康德意义上的。 

刘 莘： 正当一定指道德上的正当，绝对权利是道
德上的绝对权利，道德是规范性的基础，道德是规
范下的道德、规范是应然问题。 

余 平： 人作为自由存在才有道德能在性。 

刘 莘： 罗尔斯说：“什么样的社会机制能支撑、
能辅助这种能在性棗这种社会制度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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