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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亨的挞伐
对诺齐克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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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柯亨,作为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肩负起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使命。

他继承了分析学派的论证方式,对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和自我所有论

作了最为犀利的批判。他的论证结构富有层次化、系统化, 对诺齐克的观点一一击中要害。对

于与现实相关的公平、正义等问题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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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所引起的动荡、混乱和

绝望的局面已经结束,拨开阴霾、重新诠释马克思

主义的任务在这个时代表现得尤为必要和艰巨。

当某些社会主义者开始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

的生存可能性时, G. A. 柯亨等一批社会主义的坚

实信仰者恪守着自己的信念,始终在捍卫社会主义

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力图逐渐地消弭社会主

义的危机并在英美等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为社

会主义理念攫取的一块资本主义所无法动摇的领

地。被简 纳维森誉为 !英语世界中最受尊重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杰拉德  柯亨,是分析马克思主

义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之一,在开启分析马克思

主义之先河的 #卡尔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

种辩护 ∃, 这部使他一举成名的著作后, 又掀起了

第二轮与自由意志主义者诺齐克的激烈论战。

一、柯亨对诺齐克正义理论的批判

罗伯特  诺齐克是 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

思想家之一,也是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 更是被伦

理学家内格尔列为在 100年以后,仍然能被人们所

阅读的 20世纪下半叶的两位哲学家之一。在被资

本主义阵营尊为经典的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

著作中, 他的正义是以自由为尺度来界说的, 换而

言之, 自由就意味着正义。约  格雷写道 !在诺齐

克看来, 自由是一个道德观念, 属于自由理论的范

围 ∀, !无论什么, 只要它是从一种公正的状态中通

过所有合法相关者的完全自愿的交易产生的, 它

本身就是公正的 ∀。他认为每一个状态或步骤都

是公正的, 而公正的对象必须是出于自愿。这个看

似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理论就是诺齐克所谓的分

配正义的理念。诺齐克的这部著作使柯亨将后半

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政治哲学上, 在他的 #自

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中,就把这个貌似显而易见

的观念喻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玩弄 !自由 ∀概念的

把戏。

首先, 柯亨认为, !公正的步骤并不会维护公

正 ∀,这是一般人可能对诺齐克所提出的正义的批

判。根据诺齐克把分配正义称作持有正义的角度,

柯亨把他的反驳论证置于市场交易之中, 他认为,

市场交易在纯洁、透明化的程序下也会导致不公

正。即使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存在欺骗、隐瞒等

不公正的手段, 交易的契约也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

下制定,但是一些无法确定的限制,比如市场不可

避免的风险性, 最后的失利者相对于获利者来说仍

然是不公正的。另外,市场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

主体的认知局限性的共存成为不正义的另一个佐

证,虽然当事人明白市场交易结果存在许多偶然性

的因素。由于市场的复杂性,除了一些惯以常理的

规则之外, 还有一些后果几乎是不可预见, 就像我

们不能预测股市的走向或彩票的号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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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柯亨认为诺齐克的正义是一种基于自由

的正义,也就是说正义只是表现为合法相关者在出

于自愿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说是自由

的,自由的也就是正义的。正义与自由的理论内涵

无疑是源自于约翰  罗尔斯 ( John Raw ls, 1921

2002) #正义论 ∃的出版,这场 !正义之争 ∀在 20世

纪新自由主义的活跃时期引发了轩然大波。罗尔

斯所提出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 ∀认为正义有二原
则 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第一个原则是

基本的原则, 它涉及公民自由平等, !每个人对与

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

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在 #作
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将这一正义原则重新表

述为 !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

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这种体

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 ∀, 明确

地表明了正义原则的目的仍在于确保平等的 !基

本自由 ∀,为人的自由提供保障。诺齐克认为罗尔

斯的正义是带有一种平等主义的自由,而他以反对

平等主义的方式倡导一种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立

场。在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基于权利的持有正义理论, !广泛不同的人们控
制着各种资源, 新的持有来自人们的自愿交换和

馈赠∀, 这种自愿交换和馈赠就是自由。不自由必

然导致不正义,例如向富人的个人所得征税就是一

种对自由的限制。首先柯亨所批判的是诺齐克把

自由与自愿的交易相等同的主张,进而用这个主张

证明 !自由总会维持正义∀。另外诺齐克还认为每

个人只有在 !某人禁止我去做我有权利所做的事

情时, 我才是不自由的 ∀,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原
有的合法权利被限制,那就是对这个人的自由的限

制,这只能是一种基于自由权利的主张。所以自由

不能绝对地等同于交易的自愿,自愿的交易至多只

是正义的一部分。而 !自由总会维持正义∀的主张

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基础, 既然理论基础已经被瓦

解,那么这个结论自然不攻自破。柯亨反驳诺齐克

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所持有的一种右

翼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这种正义理论对资本主义

的正当性作辩护,并在极端的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挞伐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

方式是缺乏正义的,对财产的再分配就是侵犯人的

权利的表现, 所以他的正义是反对平等, 他认为

!每个人有对自身及其能力, 具有完全的不可剥夺

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因此, 在没有立约的情况下, 他

没有义务向他人提供任何服务和产品 ∀, 这就是自
由意志主义的自我所有原则。柯亨在建立平等主

义的正义原则的同时,向我们揭露出以自我所有原

则为出发点, 资本主义的自愿交易不仅不会总是

维持正义, 而且还会造成一些人滥用绝对权力并

导致另一些人的不自由。

柯亨在讨伐诺齐克的正义观念的同时,试图构

想一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的伟大蓝图。

在 2008年的著作 #如果你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你怎

么可能这么富有? ∃中, 他感叹道, 在当代社会中我

们还能相信正义和平等, 那么, 我们又将采取怎样

的行动? 我们应该通过依附于共同体的正义准则,

指望通过共同体的改革来改善和维护社会的正义

状况还是在个人选择中遵照道德自律而建立自我

平等主义的意识,把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 他在

书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正义的原则不仅要运用到

对社会结构的定义中, 也要运用到对个人的品德

中。如果严格遵照平等主义原则行事就会消除不

公正。与右翼正义论的自由意志主义一派相对立

的如柯亨的 !左翼 ∀自由论者们, 秉承马克思主义

批判意识, 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价值

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 开辟了一条平等的正义之

路。加拿大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分析学派马克思

主义成员任凯 尼尔森 ( Ka iN ie lsen, 1925 )也提

出了以 !作为平等的正义 ∀为核心的平等正义论,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社会是相对富裕

的社会并趋于走向无阶级社会 的重构过程中,

根本性的观念应当是:每个人在有着大体同等需要

的情况下, 对能够被共享的可用资源有权拥有平等

的份额。∀这无疑也是对柯亨的正义论的一种鼓

舞,为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开启了更广袤而深邃的理

论视阈。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主

义,认识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

台。给处于困境和迷茫中的理论建设者和社会实

践者们以启迪, 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大有裨

益的。总之,研究柯亨对诺齐克持有正义理论的批

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柯亨对 !自我所有原则 ∀的批判
在前面论证诺齐克的所谓的正义是一种过于

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时候,我们介绍了自由意志

主义的自我所有原则,也正是这一原则激起了柯亨

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作辩护。诺齐克在 #无政

府、国家和乌托邦 ∃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描述: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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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自我所有原则, 也就是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

财产, 在没有订立契约的情况下, 没有义务向任

何人提供任何服务和产品。西方自由主义者提出

这个原则的目的就是为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所

带来的不平等的结果做辩护,在维护个人的绝对支

配权的同时,把自由和不平等画上了等号。在柯亨

的精心研究下,终于发现了这个潜藏在以人权为面

具的本质下的阴谋。柯亨在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
等 ∃中揭开了这层伪善的面纱,向人们展示出其内

在的邪性。诺齐克以自我所有原则为前提, 论证

了维护自由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柯亨同样也以自我

所有原则为前提,在自我所有与自由和平等之间建

立起协调关系。他在书中经过三个阶段轮番斗争,

终于击垮了自我所有原则这座堡垒。

第一阶段,柯亨以自我所有论为前提证明不平

等是不合理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宣扬满足平等所

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公正的产生,但是不公正是绝对

不能容忍的,那是对自我所有权利的侵犯。柯亨意

识到自由意志主义的上述观点就是以自我所有论

为前提, 只要驳倒自我所有原则, 那么再美丽的

!海市蜃楼∀也会轰然倒塌。但是柯亨认识到现在

还不是能够驳倒自我所有论的时刻, 姑且曲线救

国,先以自我所有论为前提,证明它不会带来诺齐

克所说的不平等。让柯亨深为震撼的是, 他发现诺

齐克以自我所有原则为前提承认个人权利的自主

性,却忽略了除人自身以外所拥有物质与自然资源

的权利, 没有这些,人们的一切其他需求都无法满

足。正是因为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没有将人对

自然资源的权利包括在内,只是提到一种法律意义

上的自主权,所以并不能够推出 !遵循自我所有原
则必然导致不平等 ∀这一结论。因为权利平等的

起点没有牵涉到对自然资源的不平等占有, 那么

也不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诺齐克并没有成

功地论证不平等是自我所有原则的必然结果。

第二阶段,柯亨提出自我所有权不但不会带来

不平等,而且还会在平等与自我所有之间建立协调

的关系。柯亨认为, !诺齐克所维护的不平等是自
我所有权与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原则的结合 ∀。

因为诺齐克认为 !物品是带着人们对他们的种种

权利进入世界的 ∀, !对于人人可用的无主物 o的

占有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与 o供大家使用相比, 它

不供大家使用并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得很坏 ∀,

这就是对他的外部世界 !人人可得 ∀原则的附和。

实际上这个原则就是在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他

认为, 原始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物质的私有权

极不平等, 如果不平等的条件是正当产生的, 那么

就是合理的。柯亨为了反驳诺齐克的结论,提出了

外部世界的共有制: !外部世界归所有人共同所

有,对于外部世界未来的使用, 每个人都拥有否决

权 ∀。他说,以自我所有原则为前提坚持每一个人

完全拥有他自身的同时,又以外部世界公有制坚持

每个公民与他相同的其他人一样拥有对外部资源

的所有权, 确保外部资源绝对平等的占有, 那么自

我所有与平等之间就能够完美地结合。柯亨认为

不仅平等与自我所有之间是有可能达到平衡的, 而

且还能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净化自我所有这个概念,

建立更加协调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阶段, 柯亨证明了自我所有原则并不能完

全与现实相适应,在这样一个侧面否定了自我所有

权的存在价值。虽然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论证中已

经知道了平等可以在不破坏自我所有原则的基础

上得到, 但是对外部世界人人共有使其居民的自

我所有原则仅仅是一种虚设。因为, 人们不可能

使用自己的自我所有权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实质性

的控制,无论想要做什么必须受制于其他人的表决

权。柯亨进一步证明, 即使外部世界的共同占有

会侵害自我所有原则, 但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够抱

怨。因为即使人们只拥有那么些许苍白的自我所

有权, 也比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自我而

没有任何财产的无产阶级要好得多。无产阶级不

同于共有者,对外在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丝毫的权

力, 甚至对自己的生活同样缺乏真正的控制权。

这样, 自由主义者就陷入的两难的局面: 自由主义

者既不能因为联合占有世界资源可能会有损于自

我所有原则而弃人们平等占有世界资源的权利于

不顾, 又不能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世界作辩护, 因为

在这个世界中, 许多人的自我所有权只是一种虚

设。柯亨认为, 这一回合的论战透射出一个更为深

层的矛盾: 自由意志主义者要么坚持自我所有原则

(一种纯粹的法律条件 ) , 而弃原始资源和物质的

规则与自我所有原则相结合会保证的自由和自主

的实现于不顾; 或者选择一种并不能够保证自由和

自主, 形同虚无的自我所有原则。经过几番的论

战,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原则在柯亨所揭示出的

矛盾中轰然瓦解, 随之, 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合理

性的捍卫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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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柯亨批判资本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的任务和

使命远不仅于此,他在一种更为理想的憧憬下为马

克思所设想的美好社会提出了宝贵的见解。马克

思所设想的社会,是自然资源的平等占有与个人的

自我所有的完美结合,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全面的

发展。个人不仅拥有他自己,而且可以成为别人自

由发展的条件,到那个时候 !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

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终究成为自己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

的主人 自由的人。∀柯亨认为, 社会主义分配

正义原则是一种以平等为终极价值取向的分配正

义原则, !当社会主义的平等得以实现的时候, 结

果的差异反映的只是趣味和选择的差异, 而不是天

生和社会的能力力量的差异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

不必为了维持平等而强迫天赋优秀的人为天赋较

差的人提供帮助。虽然这个目标暂时还不能实现,

但是柯亨的斗争精神让我们对建立一个公平的社

会充满了希望。逻辑地分析柯亨对诺齐克持有正

义理论的批判和对自我所有原则的抨击, 对于全面

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方向和视角有着重要的

意义。从东欧剧变以来,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了

信心, 所以柯亨对诺齐克自由观念和自我所有原则

的批判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

的反思和批判,它是两种国家制度和分配方式之间

的较量,关系到的不仅是个人价值的思考与实现,

也是与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的, 更是

为无产阶级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应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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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s Condemnation

C riticize Nozick

Q IN W en jing
( School of P olitica l S cience and P ublicAdm ini stra tion, S outhw est Universi ty, Chongqing 400715, C hina )

Abstract: Cohen, as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 tative of M arx ist ana ly sis, had the responsib ility to pro tect soc ia list for defen

d ing. H e inher ited the analysis of Ana ly tica l ph ilosophy, by articu lating an ex tensive critique of the r ight w ing L ibertarian ism

Noz ick& s pr inciple o f justice and se lf ownership, his argum ent structure r iched in h iera rchy, system a tiza tion and gave theNozick '

s v iew the d irec t critic ism. Concern assoc ia ted w ith the rea lity for equ ity, justice and others have the im portant ro le o f re ference

and insp ira tion, but a lso inspired us to furthe r explore h is theor ies.

Key words: Cohen; No zick; justice; se lf ow ne rsh ip;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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