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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已被研究和阐述上千年ꎬ成为深入人心的法治社会的核心概念ꎮ 然而ꎬ
众说纷纭乃至相互混淆与矛盾的正义观限制了其内涵与外延维度的充分展开ꎬ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应有作用ꎬ
妨碍了法治的进步ꎮ 正义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两层维度上进行法哲学的解读ꎬ其内涵本质在于各得其所、扬善抑

恶ꎬ其外延形式在于一种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ꎮ 正义与道德、价值、公平、规律等基本范畴具有紧密联系ꎬ在日

常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与其他范畴相混淆ꎬ但在严格的法律逻辑上ꎬ正义与其他范畴仍然存在明确的界分ꎮ
〔关键词〕正义ꎻ各得其所ꎻ扬善抑恶ꎻ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３. ０１. ０１２

　 　 正义是法哲学上的基本范畴之一ꎬ〔１〕 在被研

究和阐述上千年之后ꎬ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ꎬ
不仅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ꎬ更是法治社会的

核心概念ꎮ 古今中外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该

原则(或曰理念、概念)的探讨可谓硕果累累ꎬ但也

正因为如此ꎬ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的特点无

法得到凸显ꎬ其法哲学意义上的内涵与外延等维

度无法充分展开ꎬ而是被埋没在众说纷纭乃至相

互混淆与矛盾的观点之中ꎬ从而限制了正义作为

一项基本法哲学范畴充分发挥其本身应有的作

用ꎬ妨碍或拖延了国际和国内法治的进步ꎮ 为

此ꎬ本文试图在清晰梳理和充分辨析前人观点的

基础上ꎬ直接针对正义的法哲学内涵本质与外延

形式等维度作出创新性的解读与独到性的阐述ꎬ
以期推动对这一法哲学基本范畴认识的深入ꎬ促
进国际和国内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ꎮ

一、正义观的法哲学流变

正义是最古老的哲学范畴ꎬ自法学 (法哲

学)诞生以来ꎬ正义范畴始终处于根本性的重要

地位ꎬ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ꎮ
希腊文中用来表示正义的词是 Ｄｉｋａｉｏｎꎬ这

个词与法律诉讼有着密切的联系ꎮ〔２〕 在古希腊ꎬ
法律被人视为权利的保障ꎬ对权利以及权利保障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ꎬ由此产生出正义的

观念ꎮ〔３〕在古希腊ꎬ正义的观念ꎬ即不能逾越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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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界限的观念ꎬ是一种最深刻的信仰ꎬ无论

是神祇还是人都要服从正义ꎮ〔４〕 柏拉图指出ꎬ正
义作为国家的基本法ꎬ就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做他

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ꎮ 在他所

畅想的共和国中ꎬ统治者、军人以及生产阶层三

大等级都要固守自己的天职(分别是统治的职

责、辅助统治的职责以及生产的职责)ꎬ恪尽职守

而不干涉任何他人的事务ꎬ正所谓“各守本分、各
司其职ꎬ就是正义”ꎮ 柏拉图进而阐述说ꎬ就法律

诉讼而言ꎬ正义就是指人应得到并关注那些理应

属于他的东西ꎬ即“各得其所”ꎮ〔５〕 亚里士多德把

正义分为分配正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与矫正正

义(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其中分配正义的主要意思

就是“为各人所得的归于各人”ꎮ〔６〕 但亚里士多

德反对柏拉图那种僵化的“各守本分”的正义ꎬ
在他看来ꎬ正义就是要求任何人不能一直居于统

治地位ꎬ其他人处于被统治地位ꎬ而是所有人都

有机会做统治者ꎮ〔７〕

罗马法 中 有 一 个 专 门 的 术 语 意 指 “ 正

义”———Ｊｕｓｔｉｔｉａꎬ在早期罗马法中ꎬ它所指的是一

种按照正式程序提出的庄严主张ꎬ即某一特定行

为得到了社会法律或习惯的认可ꎮ〔８〕而在后来的

«学说汇纂»中ꎬ乌尔比安指出ꎬ法( ｊｕｓ)源于正义

(ｊｕｓｔｉｔｉａ)ꎮ〔９〕西塞罗提出ꎬ理性是衡量正义与不

正义的标准ꎬ按照理性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

西ꎬ这就是正义的态度ꎮ〔１０〕查士丁尼«法学阶梯»
一开头就为正义下了定义:“正义是使每个人各

得其所之坚定的和永恒的目标”ꎬ并且ꎬ令每个人

各得其所乃是罗马法学家所推崇的三大法律戒

律之一ꎮ〔１１〕在这一时期ꎬ罗马法中出现了专门指

代“各得其所”的术语———ｓｕｕｍ ｃｕｉｑｕｅꎮ 这里的

各得其所ꎬ不只是就分配而言ꎬ更重要的是针对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ꎮ〔１２〕有理由认为ꎬ拉丁文“法”
(ｊｕｓ)一词与英文 ｊｕｓｔｉｃｅ 是相一致的ꎮ〔１３〕 尽管有

时正义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所有权利或优点的

总和ꎬ〔１４〕然而在法哲学意义上ꎬ正义通常被认为

是法律应努力达到的目的和道德价值ꎮ〔１５〕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在«伦

理学»中所阐述的主张ꎬ认为正义就是那种让人

各得其所的善ꎮ〔１６〕 类似地ꎬ托马斯阿奎那在

«神学大全»中也大量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

观ꎮ 阿奎那相信ꎬ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基本的善ꎬ
其他次要的善都是以正义为准绳ꎻ正义体现了各

得其所ꎬ在道德善行中具有突出的地位ꎮ〔１７〕

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推崇正义ꎮ 格劳秀斯

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了五条自然法主要原

则ꎬ其中有两条涉及正义ꎬ分别是第一条不欲求

属于他人的东西ꎬ第五条给应受惩罚的人以惩

罚ꎮ〔１８〕这两条原则都是对“各得其所”的阐发ꎮ
普芬道夫认为ꎬ作为人的属性ꎬ正义通常被界定

为一种经常性的、不可取消的让人各得其所的意

愿ꎮ〔１９〕 莱布尼茨阐述了一套以正义为核心范畴

的自然法体系ꎮ 他认为正义分为交换正义(ｃｏｍ￣
ｍｕｔ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分配正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和普遍正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它们从低到高构

成正义的三个等级ꎬ并体现了自然法的渊源ꎮ〔２０〕

然而ꎬ古典实在法学派对正义基本上持否定与贬

斥的态度ꎮ 边沁认为正义乃是为了论述的便利

而虚构出来的一种角色ꎬ它的命令就是适用于某

些特殊情形的功利命令ꎮ〔２１〕 穆勒指出ꎬ正义是一

种根据人的广博的同情力和理智的自我利益观ꎬ
对自己或值得同情的任何人所遭受的伤害或损

害进行反抗或报复的动物性欲望ꎮ 每个人应该

得到其应得的东西(不论好或坏)ꎬ这被普遍认

为是正义的ꎻ反之ꎬ则是不正义的ꎮ〔２２〕

现代的新实在法学派希望把所有评价标准

和意识形态因素从法律科学中清除出去ꎬ正义当

然也属于被清除的对象ꎮ 凯尔森认为ꎬ正义应当

就是把某个一般性规则确实地适用于据其内容

所应当适用的一切案件ꎬ正义应当意味着忠实地

适用某一实在命令以保护其存在ꎬ正义应当就是

指合法条性(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ꎮ〔２３〕 很多实在法学者支持

凯尔森的上述论断ꎮ〔２４〕 而新自然法学派则强调

正义的道德性或价值性ꎮ 富勒认为ꎬ正义是法律

的内在道德ꎬ又称为程序自然法ꎬ要实现完善的

法律道德ꎬ内在与外在道德缺一不可ꎮ〔２５〕 菲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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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ꎬ正义是实践理性要求的集合ꎬ其目的是促

进“共同善”(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ꎮ〔２６〕罗曼认为ꎬ严
格意义上的自然法内容ꎬ只包含两项不证自明的

原则ꎬ它们是“坚持正义、避免不正义”的原则以

及“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原则ꎮ〔２７〕 布伦

纳主张ꎬ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ꎬ那么该

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ꎮ〔２８〕

随着法律实践的变化ꎬ〔２９〕 自然法学派与实

在法学派的论争愈演愈烈ꎬ部分学者的正义观产

生了转变和深入发展ꎮ 拉德布鲁赫早年曾坚持

极端实在主义的观点ꎬ认为法律的确定性优先于

正义ꎮ 但后来ꎬ他放弃了这种极端的价值相对主

义的观点ꎬ并转而承认ꎬ为了使法律名副其实ꎬ法
律就必须满足某些绝对的要求ꎬ而完全不正义的

法律必须让位于正义ꎬ正义是一个不可能从其他

价值中推导出来的绝对价值ꎬ法律源于正义就如

同源于它的母亲一样ꎮ〔３０〕 法社会学派也对自然

法以及正义持同情的态度ꎮ 他们从社会运作的

角度出发ꎬ强调正义与实在法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并将正义视为实在法不断追求的价值ꎮ〔３１〕 罗尔

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阐述了一套甚为精细的

正义理论ꎬ他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基础ꎬ正义

原则不是政治和法律的原则ꎬ而是人们在完全平

等的状况下共同选择的基本道德原则ꎬ正义是人

们所选择的一系列普遍原则的第一个ꎬ在正义原

则的基础上ꎬ人们再选择其他原则以构建政治法

律制度ꎮ〔３２〕

在中国法律文化史上ꎬ也存在类似于西方正

义观的遗迹和残片ꎮ 韩非子认为ꎬ“臣事君ꎬ子事

父ꎬ妻事夫ꎬ三者顺则天下治”ꎮ («韩非子忠

孝»)儒家提出ꎬ“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

长ꎬ矜寡孤独废疾者ꎬ皆有所养ꎮ 男有分ꎬ女有

归”ꎮ («礼记礼运»)荀子论证道ꎬ“故仁人在

上ꎬ则农以力尽田ꎬ贾以察尽财ꎬ百工以巧尽械

器ꎬ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ꎬ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

职ꎬ夫是之谓至平”ꎮ («荀子荣辱»)董仲舒提

出ꎬ“君为阳ꎬ臣为阴ꎻ父为阳ꎬ子为阴ꎻ夫为阳ꎬ妻
为阴”ꎮ〔３３〕 («春秋繁露基义»)对于那些令不

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资源的社会规则ꎬ普遍的认

知是“君子尚能而让其下ꎬ小人农力以事其上”ꎮ
(«左传襄公十三年»)陆贾对此进一步概括

道ꎬ“君子以义相褒ꎬ小人以利相欺ꎬ愚者以力相

乱ꎬ贤者以义相治”ꎮ («新语道基»)这些观

点ꎬ与柏拉图及其之后所提出的“各得其所”“各
守本分、各司其职”等主张确实有类似之处ꎮ 不

过ꎬ在“各得其所”的问题上ꎬ儒家的主张更加理

想化ꎬ也更加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和支持ꎻ西方

的主张更倾向于保护现实的权利ꎬ尤其是要防止

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ꎮ 在“各守本分、各
司其职”的问题上ꎬ中国古代学者显然更倾向于

从义务、服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ꎻ而柏拉图则

是在界定不同主体权利的界限ꎮ 最为关键的是ꎬ
儒家的“各得其所”不是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ꎬ
而只是“正名”后的必然结果ꎬ是“和谐”的礼法

制度作用之下的副产品ꎻ而在西方ꎬ正义却是社

会的根本价值ꎬ是理性所要寻求的基本目标ꎮ 可

见ꎬ适应于中国法律文化史上自然法因素的缺

乏ꎬ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些许正义的残片ꎮ
综上ꎬ古希腊哲人们提出了对正义进行哲学

思考的基本元素ꎬ那就是“各得其所”ꎬ但将其推

至“各守本分”的地步则导致了正义的僵化ꎮ 古

罗马法学家们进一步令“各得其所”超出了分配

范围而调整整个社会关系ꎬ强调理性与自然作为

正义的来源ꎬ并提倡正义对实在法的指导与评价

作用ꎮ 古典自然法学派阐发了“各得其所”的内

容与意义ꎬ提出了“扬善抑恶”的主张ꎬ进一步明

确了正义的基本构成元素ꎮ 新自然法学派以及

其他具有价值取向的法学学派对正义的内容与

形式、正义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更细致

的阐述ꎬ但基于其视自然法为道德的倾向ꎬ正义

也主要被放在道德或实在法价值的框架下来讨

论ꎮ 实在法学派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的ꎬ对正义

都抱有一种否定与贬斥的倾向ꎬ但多数学者还是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正义原则ꎮ 在经历了古代、
近代、现代的发展之后ꎬ一方面ꎬ正义的基本要素

已经清晰可见ꎬ对正义的内涵、外延、特点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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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相对成熟ꎬ这使得正义观深入人心ꎻ另一方

面ꎬ对正义上述维度的理解仍然存在偏差ꎬ这使

得正义原则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ꎮ

二、正义的内涵之维

尽管正义所涉及的内容繁多ꎬ但若从内涵本

质的维度来探讨ꎬ其应当被归结为以下两个维

度:各得其所、扬善抑恶ꎮ 其中ꎬ各得其所是正义

的核心内涵ꎬ扬善抑恶则是正义的重要内涵ꎮ
(一)各得其所

作为正义的核心内涵ꎬ各得其所一开始就被

学者们提出和阐述ꎬ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

各得其所可能被赋予不同的含义ꎬ且对其的理解

往往存在各种偏差ꎬ但各得其所始终都是最为广

泛接受的涉及正义的核心概念ꎮ
各得其所体现了正义的分配功能ꎬ是正义的

核心内容ꎮ 各得其所并不仅仅指以某种方式进

行资料分配ꎬ而必须作更广义的解释ꎬ即它是指

依据对社会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ꎬ促使每个主体

得到他应得的权利与义务ꎮ
显然ꎬ各得其所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资料分

配领域ꎮ 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劳动ꎬ分配到了不

同的生产生活资料ꎬ这是正义的ꎻ不同的人对社

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ꎬ分别享有不同的地位和声

誉ꎬ这是正义的ꎻ不同的人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的

损害ꎬ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与惩罚ꎬ这也是正义

的ꎮ 并且ꎬ各得其所调整的对象ꎬ既包括自然人

也包括拟制人ꎮ 不同的人作为公民ꎬ在社会中都

有权要求自由、民主与安全ꎬ这是正义的ꎻ不同的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ꎬ在国际社会中都有权要

求平等、安全与发展ꎬ这也是正义的ꎮ〔３４〕 可见ꎬ各
得其所既照顾到了不同社会主体的特性ꎬ也照顾

到了他们的共性ꎮ 基于不同的禀赋和成绩ꎬ不同

主体的具体所得不同ꎻ而基于相同的社会本质ꎬ
不同的主体会得到同样的基本权利并被要求遵

守相同的社会秩序ꎮ
按照各得其所对社会主体共性的照顾ꎬ只要

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主体ꎬ就应当享受到有序社

会的自由与安全ꎮ 由是观之ꎬ自由、民主、安全等

范畴都是正义的应有之义ꎬ是一个社会主体应当

享有的善ꎮ 说得更准确一点ꎬ自由、民主、安全实

际上是在正义及其他基本原则共同作用下推演

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ꎮ 如今ꎬ世界各国的基本法

律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之中ꎬ都写入了保障公民

与国家的自由、民主、安全等条款ꎬ这既证明了上

述结论ꎬ也表明这些一般法律原则已经被广泛地

转化为实在法ꎮ
各得其所是抽象的ꎬ其不会也不能具体规定

特定社会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义务ꎬ一切都取决于

特定社会主体的主观意愿、具体实践和现实环

境ꎬ这也就注定了各得其所绝不是僵化的ꎮ 一个

社会主体本身的职位是什么ꎬ是不能预设的ꎬ他
到底应当从事何种工作ꎬ取决于个人先天的禀

赋、后天的培养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ꎮ 一个

社会主体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ꎬ也是

不能预设的ꎬ这取决于该主体对社会所作的贡

献ꎬ实践中有多大贡献ꎬ就有多少相应的价值ꎮ
柏拉图的所谓“各守本分、各司其职”ꎬ是预先将

社会主体划分为三大阶层ꎬ并预先设计好每个阶

层的权利义务ꎬ是一种僵化的、违背社会竞争规

律的空想ꎮ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反驳的ꎬ正义就是

要求所有人都有机会做统治者ꎮ 当然ꎬ正义的分

配功能所包含的内容ꎬ远远要比社会职位的分配

广阔得多ꎮ 就拿国际社会来说ꎬ一方面ꎬ各国都

享有主权ꎬ都可以制定法律、缔结条约ꎬ都可以追

求安全与发展ꎻ另一方面ꎬ各国依据其在国际社

会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承担不同的责任ꎬ并基于

各自的文化与资源ꎬ建设各有特色的物质与精神

文明ꎮ 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正义ꎮ 由此可见ꎬ类似

于鲁克纳斯所归纳的“分配正义只是一种在国际

法中不存在的、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体系ꎻ国际

法不太可能会朝着分配正义方向发展” 〔３５〕 那样

种种对国际社会存在正义的质疑ꎬ其预设的前提

就是正义将会僵化地分配国际权利与义务ꎮ 而

一旦说明正义并非僵化的ꎬ上述质疑也就不攻自

破了ꎮ〔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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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各得其所作为正义的核心内涵ꎬ调整

广泛的社会关系ꎬ它既照顾社会主体的特性ꎬ也
照顾社会主体的共性ꎮ 各得其所是抽象的而非

僵化的ꎬ它并不预先作出某种具体的如何分配权

利义务的安排ꎬ其具体实现取决于社会主体的特

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ꎮ
(二)扬善抑恶

正是为了实现各得其所ꎬ才需要扬善抑恶ꎮ
扬善抑恶体现了正义的评价功能ꎮ 从本质上讲ꎬ
善就是合理需要ꎬ相应地ꎬ恶就是不合理的需要ꎬ
只有满足合理需要并反对不合理需要ꎬ才能保障

各得其所的真正实现ꎮ
善应得其愿ꎬ恶应得其咎ꎬ这正是各得其所

的主要推论ꎮ 由于任何权利义务的决定与分配

都包含善恶评价ꎬ因而扬善抑恶是实现各得其所

的主要手段ꎮ 尽管在历史上扬善抑恶往往作为

一种宗教或道德主张被提出ꎬ〔３７〕 但这并不能掩

盖其作为正义原则内涵组成部分的属性ꎮ 无论

如何ꎬ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是统一于正义原则之下

的ꎬ正义通过对善与恶的不同评价ꎬ来反映社会

的规律性并促进规律的实现ꎮ
亚里士多德(包括其后的菲尼斯等人)将善

凌驾于正义之上ꎬ〔３８〕 是对善的过分强调ꎮ 善是

相对于恶来讲的ꎬ两者是对立统一的ꎬ只要善存

在ꎬ那么恶就必然存在ꎮ 亚里士多德主张善是所

有事物的目的ꎬ且不谈这是否符合现实ꎬ就算真

的是这样ꎬ那么恶从何而来? 如果所有事物的目

的都是善ꎬ那么事物也就无所谓善与非善了ꎮ 可

见ꎬ善不是所有事物的目的ꎬ有的事物的目的是

善ꎬ有的事物的目的是恶ꎬ正是因为事物有善有

恶ꎬ才需要用正义来评价并调节ꎮ
此外ꎬ亚里士多德、菲尼斯等人主张善既涉

及分配问题又涉及纠正问题ꎬ这是过分扩大了善

的范围ꎮ 的确ꎬ正义要求各得其所ꎬ而如果各得

其所没有实现ꎬ正义当然要求纠正ꎬ但是ꎬ关于如

何纠正的问题ꎬ则应该交由其他法哲学基本原则

来调整ꎮ 一项原则即便是最基础性的ꎬ也不可能

无所不包ꎬ而只能与其他原则一起构成完整的法

哲学体系ꎮ 如果认为善包含所有问题ꎬ那么这个

“善”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伦理的代名词ꎬ也
就不成其为“善”了ꎮ 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善ꎬ
就是指且仅仅指合理需要ꎮ

与各得其所一样ꎬ扬善抑恶也是一个抽象的

而非僵化的概念ꎮ 无论是善的实现ꎬ还是恶的被

制止ꎬ都需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ꎬ并必然

出现不同的态势ꎮ 比如ꎬ二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

的扬善抑恶ꎬ就是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侵略、
打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ꎻ当今国际政治舞台

的扬善抑恶ꎬ就是各国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霸权主义、打击恐怖主义ꎻ而当今国际经济

舞台的扬善抑恶ꎬ则主要是各国联合起来促进自

由贸易、反对不公正的贸易壁垒ꎬ并保障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权ꎮ 可见ꎬ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

不同的合理要求(善)与非合理要求(恶)ꎬ而万

变不离其宗的ꎬ就是为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扬善抑

恶的抽象规定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菲尼斯提出了七种所谓

“基本善”ꎬ〔３９〕虽然有利于人们更加确切地了解

善所可能具备的内容ꎬ但仍然是对善的僵化理

解ꎮ 首先ꎬ善是不可能被穷尽的ꎬ我们能够预先

明确的ꎬ仅仅是它是社会主体的合理需要而已ꎬ
这种合理需要到底包括哪些内容ꎬ只有依据特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确定ꎮ 其次ꎬ善的基本与

否ꎬ或曰合理需要、重要与否ꎬ是因人因地因时而

异的ꎬ而不是预设的ꎮ 对于一个处于饥饿中的人

来说ꎬ他的基本善是获得食物ꎻ而对一个被故意

伤害的受害人来说ꎬ他的基本善是将加害者绳之

以法ꎮ 对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来说ꎬ他们的基本

善是生存ꎻ而对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ꎬ他
们的基本善是复苏经济ꎮ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旧中国来说ꎬ当时的基本善是民族解放ꎻ
而对新世纪的中国来说ꎬ如今的基本善是和平与

发展ꎮ 因此ꎬ对扬善抑恶的正确理解与运用ꎬ不
是对某个预设范畴的套用ꎬ而是一个从普遍到特

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ꎮ
可见ꎬ扬善抑恶作为正义的重要内涵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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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满足合理需要并抵制不合理需要ꎬ它是实现各

得其所的主要手段ꎬ它是抽象的而非僵化的ꎬ其
具体实现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ꎮ

因此ꎬ正义的内涵本质包括两个维度ꎬ即各

得其所、扬善抑恶ꎮ

三、正义的外延之维

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ꎬ其外延形式具有

鲜明的特点ꎬ其与其他法哲学或伦理道德范畴之

间虽然存在某种重叠、交叉或衍生关系ꎬ容易导

致混淆ꎬ但实际上从严谨的法学逻辑上讲ꎬ正义

仍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和表现形式ꎬ是能够并

且需要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的ꎮ
(一)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

在对正义原则有了大致了解以后ꎬ我们可以

发现ꎬ从正义原则的作用方式上讲ꎬ它是一种积

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手段ꎮ 这就是正义原则区

别于公平等其他法哲学基本原则的特性ꎮ 正义

倾向于从正面表述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
并赋予之ꎬ无论上述权利义务对个人而言是好是

坏ꎬ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善的ꎬ故而可谓是一种积

极的调和手段ꎻ公平则倾向于从反面表述社会主

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并禁止之ꎬ或者对不同社

会主体权利义务的界限作出划分并对越界行为

作出矫正ꎬ故而可谓是一种消极的调和手段ꎮ
不同的社会主体有不同的利益ꎬ也有不同的

价值取向ꎬ尤其是在自己应当得到或承担什么的

问题上ꎮ 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与价值的冲

突ꎬ任何社会都必须依照规律来解决这一冲突ꎮ
正义要求各得其所ꎬ要求按照规律分配权利和义

务ꎬ要求达致善并抑制恶ꎬ这实际上是积极地介

入社会关系ꎬ指导权利义务在社会主体之间的配

置ꎬ从而打造并维持社会的秩序ꎮ 因此有学者认

为ꎬ只有令调和作为正义的首要原则ꎬ才能更好

地应对个人、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冲突循环ꎬ并通

过改善和协调社会政治关系来实现正义的理

想ꎮ〔４０〕从法律实践的情况来看ꎬ国家间的正义ꎬ
就是指国际秩序的构建和国际权利义务的分配ꎬ

是一个国际法从古至今被制定、辩论、争论并付

诸实施的过程ꎻ〔４１〕 而只有在实在国际法能够令

每个国家各得其所的情况下ꎬ才能被称之为正义

的国际法ꎬ因为正义要求每个国家获得其应得的

自由权利以及其应尽的对国际社会的义务ꎮ〔４２〕

国内法上的正义ꎬ则是指国内社会秩序的构建、
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不同利益与价值的调和ꎬ各
领域和部门的实在法都围绕着这一基本要求而

建立ꎬ并逐渐扩展与完善ꎮ〔４３〕

当然ꎬ不同价值取向的存在ꎬ根本上也是为

了满足利益的需要ꎬ正义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ꎬ
就是调和利益ꎮ〔４４〕 我们可以看到ꎬ所谓“各得其

所”ꎬ就是调和不同主体的利益ꎻ所谓“扬善抑

恶”ꎬ就是评价不同主体的价值ꎬ评价价值最终是

为了调和利益ꎬ因而“扬善抑恶”最终还是为了

“各得其所”ꎮ 这种积极的指导是最基本的利益

与价值调和手段ꎬ权利义务的归属ꎬ最终只有依

靠正义原则才能确定ꎮ 正是基于正义的基础性

作用ꎬ才有学者笃定认为ꎬ无论有没有实在法ꎬ正
义都会得到实施(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ꎮ〔４５〕

当然也必须认识到ꎬ仅靠正义原则是不足以

维持社会秩序的ꎮ 因为现实是纷繁复杂的ꎬ总会

有某些主体不遵守或者滥用这一调和手段ꎬ总会

有某些权利义务需要被特殊地配置ꎬ这就使得其

他利益与价值调和手段、其他法哲学基本原则的

作用成为必要ꎮ 正义原则需要与其他原则以及

具体实在法的配合ꎬ才能构建较为完整的社会秩

序ꎬ从而有效调和社会主体的利益与价值ꎮ
可见ꎬ正义的外延形式ꎬ就是通过要求各得

其所、扬善抑恶ꎬ积极地调和社会主体的利益与

价值ꎬ从而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基础性的作

用ꎮ
(二)正义与其他范畴之界分

显然ꎬ完全否定正义的存在ꎬ认为正义仅仅

是合法条性的激进实在主义观点ꎬ已经被法律实

践证明是错误的ꎬ并被历史所抛弃ꎮ 今天ꎬ已经

鲜有学者支持这样的主张ꎮ 而如今更为普遍存

在的谬误ꎬ乃是将正义视为道德或价值ꎬ以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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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等同于公平或规律ꎬ甚至将上述范畴混为一

谈ꎮ 基于日常用语的随意性ꎬ并且这些共同体现

出社会生活基本规范的范畴原本就存在交叉与

重叠ꎬ故而一定程度的混用是可以理解的ꎬ但在

严格的法律逻辑上ꎬ正义与这些范畴之间仍然存

在界分ꎮ 对此有学者抱怨道ꎬ当面对“正义”这

个基础性概念时却发现它的所指是不清晰的ꎬ有
时不得不在公正、公平、平等等概念中来回挣扎ꎬ
因此要探明正义的概念必须把“正义”从其他概

念中剥离出来ꎬ使其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对

象ꎮ〔４６〕

道德是一种指导社会实践、调整社会关系的

制定性规则ꎮ 因此ꎬ当社会主体发现了体现社会

发展规律的正义及其内涵之后ꎬ就可以将其制定

为道德规范ꎮ 作为道德的正义ꎬ将通过社会主体

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挥作用ꎮ 可以说ꎬ作为道德

的正义是由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及其内涵

转化而来的ꎮ 当然ꎬ前者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促进

社会发展的作用ꎬ则取决于转化过程的准确程

度ꎬ正确的道德(正义观)将促进人类正义和社

会发展ꎬ错误的道德(正义观)将妨碍人类正义

和社会发展———即便道德主体自认为这就是正

义ꎮ 但无论如何ꎬ作为道德的正义与作为法哲学

基本范畴的正义仍然是不同的ꎬ这根本上是由于

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ꎬ〔４７〕 具有不同

的特征———道德不具有拘束力ꎬ而法律具有拘束

力ꎮ 由于新自然法学派将道德等同于自然法ꎬ故
而其认为法律必须符合道德才具有实质正义ꎬ由
此很容易得出法律上的正义就是符合道德性ꎬ进
而得出正义就是道德问题的论断ꎮ 但笔者认为ꎬ
自然法应当属于发现性而非制定性规则ꎬ且自然

法也是具有拘束力的规范ꎬ与道德虽有重叠和交

叉但却不是同一范畴ꎮ〔４８〕 因此正义作为一项法

哲学基本范畴ꎬ本质上并非一个道德问题ꎮ
实在法是一种典型的制定性规则ꎬ激进的实

在法学派排斥一切实在法的价值ꎬ这样的观点已

经很难得到广泛支持ꎮ〔４９〕 实在法的制定、执行、
适用、解释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ꎮ 价值都是主

观的ꎬ〔５０〕为了保持价值的正确性ꎬ避免价值的错

误与偏执ꎬ就需要由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律来指

导ꎬ否则ꎬ价值就会成为违法行为的工具与借口ꎮ
因此ꎬ实在法的价值也需要符合社会规律ꎮ 试

想ꎬ若价值之上没有约束的话ꎬ那么任何国家都

可以仅仅依据本国的某种价值就通过某项授权

侵略他国的法律或订立侵略他国的联盟条约(如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ꎬ据此他们就可以宣称其

行为符合了实在法ꎬ或者至多只是违背了其他并

非更高层次的实在法ꎮ 因此ꎬ在充分认识社会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ꎬ构建实在法的价值ꎬ是保障实

在法良性发展的重要步骤ꎮ 相应地ꎬ作为法哲学

基本范畴的正义ꎬ也应当被构建为实在法的基本

价值ꎬ并被用来指导、评价实在法ꎮ 当然ꎬ作为实

在法基本价值的正义能否真正起到促进实在法

和社会发展的作用ꎬ则取决于价值构建过程的准

确性ꎮ 正确的正义价值将促进实在法和社会发

展ꎬ错误的正义价值将妨碍实在法和社会发展ꎮ
不难发现ꎬ由于对正义价值的构建往往是在未充

分认识正义的内涵与形式各个维度的情况下自

发进行的ꎬ因而作为实在法价值的正义ꎬ呈现出

纷繁复杂的态势ꎬ其范围不明确ꎬ其意义差别甚

大ꎮ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价值偏差ꎬ才会有种种

实在法的差异乃至冲突ꎮ〔５１〕 其实ꎬ在准确理解正

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的内涵与形式维度之后ꎬ
这一价值构建过程就可以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

转变ꎬ作为实在法价值的正义也就可以更准确地

反映作为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及其内涵ꎬ从
而更好地促进实在法的合理化、趋同化以及社会

的和平稳定发展ꎮ 因此正义虽然可以被转化为

法的价值ꎬ但其本身并非法的价值ꎮ 而当这种转

化存在偏差之时ꎬ作为实在法价值的正义与体现

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在内涵维度上也会存在差

异ꎮ 我们所要做的ꎬ就是让作为实在法价值的正

义尽量贴近正义的本来面目ꎬ尽量与作为体现社

会发展规律的正义的内涵维度相吻合ꎮ
由此可知ꎬ认为正义是道德或实在法的价

值ꎬ并不是完全错误的ꎮ 因为ꎬ正义作为体现了

—８０１—

　 ２０２３. １学者专论



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哲学范畴ꎬ确实可以转化为

道德或价值ꎬ关键在于ꎬ正义不仅仅是道德或价

值ꎬ正义还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法基本原

则ꎬ正义的内涵并不是被社会主体所规定或制定

的ꎬ正义的内涵需要被社会主体运用理性去发

现ꎮ
正义与公平具有紧密的联系ꎮ 公平原则的

核心内容源自正义的内涵ꎬ而正义的调和目标也

必须借助公平原则来划分和实现ꎮ 两者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ꎬ因此罗尔斯主张正义原则的作用

就在于明确社会合作的公平关系ꎬ他甚至将他的

“正义论”称为“公平的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ꎬ
并以社会契约论来证明其正义原则的公平

性ꎮ〔５２〕然而ꎬ德沃金等学者认为正义与公平是一

个意思ꎬ〔５３〕则是过分夸大了这种联系ꎬ并导致了

两者的混淆ꎮ 如今这种混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已经司空见惯ꎬ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将两者放在

一起表述ꎬ即“公平正义” 〔５４〕 (简称“公正”)ꎮ 对

此有学者指出ꎬ尽管有的专家学者喜欢将“公正、
正义、公平”等当作同一概念使用ꎬ但将这些概念

加以区分更有助于阐明这些基本概念ꎻ正义是所

有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最终的合法性来源ꎬ是评

判个人和群体善恶的最高标准ꎬ而公平则是其核

心要素ꎮ〔５５〕而且ꎬ如果正义与公平真的必须合在

一起表述并共享同样的内涵与外延的话ꎬ那实际

上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已经是多余的ꎮ 如上所述ꎬ
正义是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手段ꎬ而公平则是

消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手段ꎬ在外延维度上并不

吻合ꎻ更重要的是ꎬ正义所要求的“各得其所、扬
善抑恶”与公平所要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居中裁判平之如水”虽然具有紧密的派生关系ꎬ
但从法律逻辑上讲已然具备不同的内容ꎬ故而在

内涵维度上亦不吻合ꎮ 将这两项内涵与外延维

度并不吻合的范畴强行混在一起ꎬ不仅造成了概

念上的混乱ꎬ而且势必妨碍两者各自作用的顺利

发挥ꎮ 根本上ꎬ正义与公平被混淆ꎬ是没有认识

到一个成体系的自然法基本原则架构及其内部

层级关系的缘故ꎮ 在一个成体系的、内部层级关

系清晰的自然法基本原则框架之下ꎬ正义原则与

公平原则是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区别的ꎮ
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ꎬ必然以社会规律

为反映对象ꎬ但是正义本身并不等于社会规律ꎮ
说到底ꎬ正义不过是社会规律在人们头脑中被准

确反映出来的产物而已ꎬ与所有法律、道德、政治

制度一并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ꎬ而社会规律则是

一种社会存在ꎬ两者尽管联系紧密但却并不等

同ꎮ〔５６〕遵循客观规律是正义的必然要求ꎬ无论在

何种社会关系上都是如此ꎬ在法律关系上则体现

得尤为明显ꎮ〔５７〕是不是符合正义ꎬ根本的标准还

是要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ꎬ这就是正义的客观标

准性的真正含义ꎮ 正义原则必须不断准确反映

社会规律ꎬ并依据改变着的社会规律运作条件不

断作出调整ꎬ这乃是正义的真理性和进步性的真

正含义ꎮ 也正是由于正义所反映的是抽象的规

律ꎬ因而正义不能够直接调整社会关系ꎬ它只能

在被转化为具体的实在法以后ꎬ才能够间接地发

挥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ꎬ这就是正义的可转化

性ꎮ 可见ꎬ这些主要特点ꎬ都是正义作为法哲学

基本范畴所应当具有的ꎬ都是出于正义必然反映

社会规律这一出发点之上ꎮ
总之ꎬ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具备内涵与

外延两层维度ꎬ其内涵本质在于各得其所、扬善

抑恶ꎬ其外延形式在于一种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

和ꎻ正义与道德、价值、公平、规律等基本范畴具

有紧密联系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与其他范

畴相混淆ꎬ但在严格的法律逻辑上ꎬ正义与其他

范畴仍然存在明确的界分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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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Ｆｉｎｎｉｓ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４.

〔２７〕Ｓｅｅ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Ｒｏｍｍｅｎ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ꎬＳｔ. Ｌｏｕｉｓꎬ１９４８ꎬ
ｐｐ. ２２０ － ２３５.

〔２８〕 Ｓｅｅ Ｅｍｉｌ Ｂｒｕｎｎｅｒ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ꎬ１９４５ꎬｐ. １７.

〔２９〕纳粹德国制定并执行迫害犹太人的法律的实践ꎬ可谓

将正义就是合法条性推向了极致ꎮ 这些法律以 １９３５ 年«帝国公

民身份法»(否定德国犹太人为德国公民)和«保护日耳曼血统

及德国荣誉法»(划定犹太人的贱民地位)为基本法ꎬ以«公务员

法»(禁止犹太人担任国家公务员)、«防止德国学校过分拥挤

法»(限制犹太人接受学校教育)、«犹太人财产申报令»(剥夺犹

太人的财产)等一系列专项法规为辅助和配套ꎬ构建了一整套迫

害国内犹太人的国内法体系ꎮ 按照极端实在主义的观点ꎬ只要

执行法律就是正义ꎬ或者尽管法律残害犹太人ꎬ但那是对同一类

人的“一视同仁”的残害ꎬ故而也是正义的ꎮ 但显然ꎬ之后的人类

社会实践否定了上述论断ꎮ
〔３０〕 Ｓｅｅ Ｇｕｓｔａｖ Ｒａｄｂｒｕｃｈꎬ“Ｌｅｇ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Ｒａｄｂｒｕ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ｂｉｎ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ｓｋ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１９５０ꎬｐｐ. ９０ －
１１１.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ꎬ王朴译ꎬ北京:法律出版

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２ 页ꎮ
〔３１〕塞尔茨尼克认为ꎬ法治是正义的一部分ꎮ 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ꎬ“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ｓ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ｉｎ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Ｌｉｔｔｌｅꎬ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
ｎｙꎬ１９７９ꎬｐｐ. ９３９ － ９４５.

〔３２〕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３ － １５ꎬ４７ － ７７ꎬ３０８ － ３１２.

〔３３〕这种观点后来在汉末的«礼纬»中被正式概括为“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ꎮ
〔３４〕正如有学者论述道ꎬ在国际关系上ꎬ要使各国、各民族

各得其所ꎻ就一个国家来说ꎬ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之间ꎬ中央与地

方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ꎬ也都要做到各得其所ꎻ一个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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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１学者专论



个单位内部ꎬ上下级部门之间、各部门之间ꎬ也都要各得其所ꎻ在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社会关系中ꎬ诸如工业、农业、
服务业各产业部门之间ꎬ各企业、各单位之间ꎬ各部分、各类人之

间ꎬ等等ꎬ也都有一个各得其所的问题ꎮ 参见钱逊:«“和”———
万物各得其所»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ꎮ
〔３５〕 Ｓｅｅ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Ｒｏｕｃｏｕｎａｓꎬ “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ａ Ｇｏｗｌｌａｎｄ － Ｄｅｂｂａｓ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９８.

〔３６〕例如ꎬ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不是预

设或者与生俱来的ꎬ而是根据有关国家的人口、面积和资源等综

合国力及其在二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中的表现ꎬ经由大国之间

协商确立的ꎮ 参见顾育豹:«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诞生记»ꎬ
«文史月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ꎮ 常任理事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否

决权)ꎬ同时承担更大的义务(联合国会费、维和部队、安理会决

议执行等)ꎮ
〔３７〕参见谢地坤:«扬善抑恶的理性宗教学说———评康德

的‹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ꎮ
〔３８〕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 中不遗余力地推崇与强调

“善”ꎬ甚至认为正义都是隶属于善的ꎬ他同时将关注重点放在具

体的善上ꎮ 参见罗国强:«重读善意:一种实践理性»ꎬ«湖南师

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３９〕包括生命、知识、娱乐、美感、社会性、实践理性和宗教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Ｆｉｎｎｉｓ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００ － １２６.

〔４０〕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Ｎｉｃｋｏｌａｓ Ｆｏｕｒｌａｓ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ｅｇｏｎꎬ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 － ４.

〔４１〕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 Ｎｅｆｆ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１ － ６.

〔４２〕Ｓｅｅ Ｅｍｉｌ ＢｒｕｎｎｅｒꎬＭａｒｙ 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ꎬ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ꎬ１９４５ꎬｐ. ２４１.

〔４３〕例如ꎬ正义原则要求主动为他人承担某些事务的管理

人受到保护并享有一定权利ꎬ而受益人则应承担一定的义务ꎬ在
该原则指导下ꎬ各国纷纷设立了无因管理制度ꎬ以积极的权利义

务规定来调和当事人的利益与价值冲突ꎮ 其中ꎬ中国«民法典»
不仅以专章规范无因管理ꎬ初步建构起较完整的无因管理制度ꎬ
而且较重视各种价值调和ꎬ期冀实现受益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利

益平衡ꎮ 参见易军:«无因管理制度设计中的利益平衡与价值调

和»ꎬ«清华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４４〕有学者概括道ꎬ正义本身正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

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ꎮ 参见孙锐:«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之冲突关系的质疑»ꎬ«政法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４５〕根据实在法所实施的是法律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ꎬ未根据实在法所实施的就是非法律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ａｗ)ꎮ Ｓｅｅ Ｒｏｓｃｏｅ Ｐｏｕｎｄꎬ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ꎬ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４ꎬｐｐ. １ － ６.

〔４６〕参见许超:«正义与公正、公平、平等之关系辨析»ꎬ«社

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４７〕人类社会规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ꎬ道德只是其中一种ꎻ

道德与法律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体系ꎬ相互交叉、有同有异、相

辅相成ꎮ 参见李寿初:«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类型辨析»ꎬ«文史

哲»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４８〕参见罗国强:«论自然法的否定之否定与国际法的构

成»ꎬ«法学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４９〕二战后西方法学适应形势变化开始重新强调法的价值

因素ꎮ 参见常艳:«法的价值研究及方法刍议»ꎬ«国家检察官学

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５０〕价值、法的价值是作为具有精神、主观特性和使用性的

概念加以使用的ꎬ用来表示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

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的原则ꎬ在现实

中往往体现为对法律应当是什么、法律的理想和目的所进行的

主观判断ꎮ 参见〔英〕戴维Ｍ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第 ５
版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９２０ 页ꎮ

〔５１〕比如ꎬ有的国家注重正义的实质方面ꎬ有的则强调正义

的形式方面ꎻ有的国家认为维持死刑制度能够保障正义ꎬ有的则

持有相反的主张ꎻ有的国家鼓吹所谓“无限正义”ꎬ而更多的国家

则坚决反对之即便在一国法律体系内部ꎬ正义被公认为社

会制度的首要价值ꎬ但由于不同社会主体正义价值观所关注的

侧重点不同ꎬ也会导致正义冲突和正义标准选择的难题ꎮ 参见

王晓艳、王静:«正义之冲突与平衡———透过许霆案对司法公正

的理性思考»ꎬ«法学杂志»２０１０ 年第 Ｓ１ 期ꎮ
〔５２〕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１ꎬ１０ － １５.
〔５３〕Ｓｅｅ Ｄｗｏｒｋｉｎ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７ꎬｐ. １８２ꎻ Ｌａｗ’ ｓ Ｅｍｐｉｒｅ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２２５ － ２２７.

〔５４〕参见张璠:«用公平正义守护社会伦理秩序»ꎬ«人民论

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９ 期ꎮ
〔５５〕参见俞可平:«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义»ꎬ«学术月

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５６〕社会存在是指不以人的社会意识为转移的人和自然以

及人和人之间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物质关系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ꎬ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ꎮ 参见张云勋:«略论“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同志商榷»ꎬ«学术研

究»１９８１ 年第 ３ 期ꎮ
〔５７〕有关表述可参见秦前红:«循由司法规律实现社会正

义»ꎬ«检察风云»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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