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體新版序

哲學是一場修行

本書初版是北京三聯書店「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一種，出

來後反應不錯，遂在2013年出版增訂本，聽說反應更好，但一直在香

港和台灣流通甚少，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繁體增訂新版，

於我於讀者都是好事。在這裏，我要多謝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林穎女士和

余敏聰先生為促成此事所做的努力。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專著，而是政治哲學論文集，主要收錄了我

對當代自由主義的一些研究，尤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思想。

裏面的篇章處理的問題雖然各有不同，但卻有一共同關懷，就是思考甚

麼是自由主義以及它為何值得我們追求。我近年慢慢發展出來的自由主

義左翼的觀點，不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包括自由左翼對分配正義的看

法，對資本主義與自由之間關係的剖析，對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應，以及

對道德與幸福能否及應否契合的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看似抽象，但都

是現代自由社會需要處理的大問題。

我將此書取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不僅在於我認為這是理解羅

爾斯的正義理論的關鍵所在，也在於我認為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義最為

重視的政治價值――自由個體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彼此相待，共同建立一

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基本權利、憲政民主、機會平等、文化多元、完善

的社會福利保障和公平的財富分配等等，都是自由主義追求的目標。如

果我們將這些目標放在今天的社會，當可清楚見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x | 哲學是一場修行

以香港為例，不少人一直以為香港是最接近自由主義理想的城市，

因為政府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和「低稅率、低福利」的政策，是

全球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從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香港其實極不公正。首先，香港沒有民主，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特權階

級手上，公民根本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可言；其次，我們當下享有的不

少基本自由正受到嚴峻考驗，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和出

版自由等等；第三，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逾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

不少低下階層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遑論合理的財富分配以及

公平的平等機會。由此可見，在所謂安定繁榮的背後，香港存在著各種

各樣的壓迫宰制，離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目標甚為遙遠。

我們的世界，有變得正義一點的可能嗎？我們對正義的嚮往和追

求，會否令我們承受更大的苦楚和絕望？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我們努

力要求自己做一個正直的人，是否過於天真過於傻？這是極為困難的切

身之問。政治哲學或許有能力告訴我們一個合理公平的世界應該是怎

樣，甚至也有能力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才能慢慢趨近那個世界，但它能否

告訴「我」作為世界的一員，到底該有多大義務去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

公正？如果這個義務有可能令我受苦，甚至要我付出很大代價，而我身

邊的人卻無動於衷，我是否仍有理由繼續去做我該做的事？我是否仍有

自信說，沒關係，只要我所做的事是對的，無論效果多麼微小，我仍然

願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這些困惑歸結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道德，對我們的生命，到底

意味著甚麼？它是外在於我們欲望體系的一種社會約束，抑或在最深的

意義上構成我們的自我？這不僅是柏拉圖或羅爾斯這樣的哲學家會問的

問題，也是生在當下且在乎這個世界變成怎樣以及在乎自己活得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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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均須面對的實存之問。對此，我沒有一個既定的答案。我

將問題提出來，放在這裏，供大家一起思考。也許，只有直面這些問

題，並在種種人生試煉中認識自己，我們才有機會明白，人應怎樣活著

以及人的尊嚴寄於何處。就此而言，哲學是一場個人的修行，且終其一

生不止。只有在實實在在的公共參與和政治實踐中，抽象的理念、複雜

的論證和理想的價值，才有可能走進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活得真實，

活得完整。蘇格拉底的一生，是這樣的典範。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去年雨傘運動

期間，在金鐘佔領區的天橋上，掛著魯迅先生這幾句話。曾在好幾個寒

冷的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坐在天橋下，靠著微黃的路燈，一起默讀，以

聲援不遠處正在絕食的學生。我當時想，同學其實是在用自己的身體，

為我們這個城市開路。開路很艱難，一起走的人也不多，但只要堅持下

去，路總會愈走愈寬，愈走愈遠。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

是為新版序。

2015年6月4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忘食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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