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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道德与商业利益》的判断
是准确的：对于市场社会的争论不再是是
否应该拥有，而是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市
场社会。对此，作者将其分解为更细致的
问题，例如：1.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介入
和调控市场？2.最好的财产权制度及法律
制度的背景是什么？3.在市场上，政府应
该提供何种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项目以
保护其公民免于遭受不幸？4.哪些东西可
以被出售，哪些不能？第四个问题，本书
最为关注。原因在于，它涉及市场的范
围。

以接发和假发为例，这些人类的真发
通常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她们
别无选择，不得不卖掉“她们珍视的财
产”。头等舱的乘客可以使用一条独立通
道优先登机，有些航空公司也在出售这条
快速通道，18美元即可排在其他人前面，
提早登机。

这类商品和服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吗？《道德与商业利益》并不这么认为。以
作者的理论，我大约可以想到其辩护的理

由：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卖掉头发，
这种“她们珍视的财产”，至少可以获取一
笔收入。对买卖双方而言，可谓各得其
所；花钱购买快速通道的服务，也同样如
此。

作者认为，确有物品不应该被交易，
但原因在于，人们本来就不应该拥有这些
东西。比如，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向路人出
售一台半价的二手iPad，路人问他是否偷
来的，他说“是又怎么样？你到底要不
要？”这是，多数人会认为，购买这台 iPad
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并非iPad不能被交
易，而是因为iPad不属于偷窃者，他不应
该出售。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
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在国
内出版，引发过广泛关注。桑德尔认为，你
可以在迪士尼乐园排队，你也可以在队伍
中为你的孩子占个位置，你的孩子们只需
在最后时刻排在队里，即可和你一起去玩
过山车。但是，桑德尔不希望人们出售排
队服务：你可以免费排队，但是你不可以出
售你排到的位置。桑德尔认为，公共剧院
的本意是无视大家的购买能力，让大家都
有机会获得戏票。如果人们花钱雇人排
队，那么有能力、愿意花钱的人更可能获得
戏票。一旦排队服务形成一个大市场，就
相当于公共剧院在卖戏票，很多低收入者
就购不到戏票，这将改变观众的构成。排
队服务的问题在于，它让本该免费的东西
产生价格，这一市场会让富人而非穷人得
到这类商品。

但是，排队并不平等。用排队代替市
场就等于用时间货币代替金钱货币。如果
市场并不能确保将商品分配给认为其最有
价值的人，那么排队也不能保证这一点。
桑德尔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排队或许会
排挤掉那些很忙碌的人。排队有利于退休
者、失业者、闲人等等，不利于很忙碌的劳
动者，有些人确实没有办法排几个小时的
队购买一张戏票。因此，排队倾向于惩罚
那些生产力较高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奖励
那些没有什么负担的人。公共剧院的本意
是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戏票，或许应
该欢迎排队。但是，有些人没有时间排队，
有些人则买不起戏票。因此，有时间的人
排队取票，没时间人雇人排队取票，有助于

闲人和盲人、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得到戏票。
以效率而论，《道德与商业利益》提出

的方法无疑比桑德尔更为有效。但本书并
未因此止步。书中认为，如果桑德尔担忧
多数人无法支付雇人排队的费用，那么他
就应该欢迎雇人排队服务进一步商品化，
因为竞争压力会导致雇人排队服务的价格
进一步下降，这不仅有利于富人，对于忙于
其他工作的人都有利。对于一名全资工作
的穷人而言，无论是否禁止排队服务，他都
无法获得戏票。

在这个例子中，桑德尔只关注了两类
人：雇人排队的人；必须花时间排队的人。
但是，桑德尔忽视了第三类人——受雇排
队的人。排队服务可能会让富人花钱得到
商品，但也会让富人的钱转移到受雇排队
的穷人身上。桑德尔认为，人们在时间上
比在金钱上更为平等。果真如此，那么桑
德尔或许更应该青睐排队服务而非一味反
对，因为富人花钱购买穷人做事时，他们在
财富上的不平等就缩小了。桑德尔称颂排
队制度，仅仅因为它只关注了排队对一小
部分人的影响。如果考虑到排队对每个人
的长期影响，支持排队就不那么充分有力
了。正如马特·茨沃林斯基的结论：“纯粹
从静态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支持排队
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相对动态的角度看，就
几乎没有支持排队制度的理由。”

桑德尔说，关于什么东西应该和不应
该被售卖的问题，他不能承诺给出“确定
的答案”。他认为，市场对道德有挤出效
应。而《道德与商业利益》认为，市场更有
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高尚，而非让我们变
得更加堕落。

在我看来，桑德尔与本书作者的对
话，或许是一个持续下去的话题。市场可
能是中性的：它既可能让人们变得高尚，
也可能让人们变得堕落。核心在于，是否
可以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律让它良好地运
转，而非以权力扭曲市场机制。本书262
页显示，据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因寻租
导致的福利损失或许高达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50%。因此，市场所回应的应该
是美国糟糕的政府设计所导致的问题。
作者据此认为，“桑德尔对市场的抱怨有
些奇怪”。

（张弘）

市场可能是中性的：它既可能让人们变得高尚，也可能让人们变得堕落

市场更有利于富人吗？

《道德与商业利益》
（美）贾森·布伦南
彼得·M.贾沃斯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
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
译者：何远/汪雪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你怎么能为你明知有罪的人辩
护？”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麦克布赖
德在入行不久时，曾有一位美丽的少
女问了他这个问题。尽管当时他做了
解释，但显然没能让那位少女满意。
事实上，因为有违于人们对于善恶道
德的直观判断，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过
的从业律师经常会遇到这一问题，在
中国也是如此。社交网络上，一部分
律师甚至因此受到舆论的围攻。

麦克布赖德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作
为一名刑事律师，所经历的一个个案
件与嫌疑人，以及自己为身陷囹圄的
客户辩护时心理活动的变化。他的叙
述细致而诙谐，读起来几乎像是在看
一部法庭剧，但严肃的思考始终贯穿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让无辜者获
得自由，与对有罪者科以刑罚，哪一个
更为重要？这两项理想化的原则之
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所
以，面对这一伴随人类文明史的巨大
难题，现实刑事司法制度不得不选择
倾向其中的一个。

《女性贫困》
作者：（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译者：李颖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下日本社会的不婚、少子风
潮，往往随着都市生活的发展出现，
年轻人因此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个体
化的生活。但这或许只是一部分的
事实。NHK在2014年制作过一组名
为《女性贫困》的特别节目，采访和记
录了多位贫困女性的生活，并又推出
了一本同名新书，最近刚刚出版了中
文本。

我们在这篇推送中，以这本书为
依据，回顾、梳理了日本社会中诸多
女性的自我选择。从中我们看到，在
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日本，依然有很
多人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而这
些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女性，尤其
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女性。她们因不
同原因无法得到丈夫的供养，但又因
女性或母亲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
定的工作，并因此将贫困“代际传递”
给下一代。

男性工作赚钱、女性照顾家庭的
模式，暗藏着怎样的危机？中国与日
本的情况虽不相同，但日本女性的生
活和命运，对我们恐怕也不无启示。

亚瑟还是个儿童，脸圆滚滚的，所以
他的爸爸文森喜欢给他起外号，比如“肥
小鬼”。

亚瑟的妈妈提出抗议，但文森觉得
这是爱的表现，他一边叫“肥小鬼”，一边
说：“只有你那么介意。你看，他在笑。”

这样的场景在多少家庭中曾出现
过？可谁注意到这背后的暴力？文森正
在用看不见的手杀死自己的儿子。

表面看，贬损是一种怜爱，最多只是

爱的方法欠妥。但事实是，在“肥小鬼”等
诨名背后，隐藏的是对孩子的否定，其潜
台词是：你是个不完美的人，你的自我不
值得尊重。通过贬损亚瑟，文森成了唯一
的受益者——在孩子眼中，他的形象陡然
高大起来，成为完美自我的代表。

文森下意识地这么做，原因有二：
首先，传统教育的产物：传统教育的

宗旨就是破坏儿童的意志，让他们无条件
地服从大人，儿童面对“成人压倒性的力
量和权威，没有开口的余地，甚至被剥夺
了知觉”。随着孩子越来越“听话”，他们
会将冷暴力视为一种正常的沟通方式，当
他们为人父母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其传递
给下一代。

其二，人格不健全的产物：人是爱与
恨的综合体，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不够丰
富，他就会走向偏执——有多少爱，就会
有多少恨。而摆脱的方法，就是将恨投射
到别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执意要
将社会分为“好人”和“坏人”，因为有了

“坏人”，他就可以合理地去恨，以此释放
内心的压力。显然，文森爱的是他头脑中
想象的儿子，而非一个独立的人，当孩子
不完全符合他的期待时，文森的恨便自动
释放了出来。

一句话，就暗藏着一把刀，想到我们
在家庭中、职场中，每天都在和人对话，则
这些冷暴力累积起来，将是多么可怕？

冷暴力的危险在于，它不易认定，且

常被文化所默许。
在单位，一个严厉的上级会被大家视

为“热爱工作”“责任感强”，在家里，一位
严厉的父母会被旁人看成“会教育孩子”、

“对孩子负责”。正是在“讲原则”的伪装
下，大吼大叫、讽刺、批评乃至漠视，都被
天然允许。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它们的杀
伤力呢？

在家庭中，一方只需长时间一言不
发，就足以让对方精神崩溃；在单位，一个
外号就能将一个人打入另册，从此抬不起
头。可怕的是，冷暴力会给施暴者带来一
种不易察觉的快感，即满足了他们自恋的
需求。通过施暴，他们确信自己更聪明、
更潇洒、更能干，从而补偿了童年时缺失
的自尊。

毁于冷暴力的生命，远比普通暴力
多，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消除它
的有效方法。只需看看电视上娱乐节目
中语言犀利的主持人们，乃至网络上动辄
出口伤人的网友，就能明白，太多人曾被
冷暴力击中，如今他们又用施暴的方式在
疗伤。

面对冷暴力，只能靠觉醒与爱来救
赎，此外，对施暴保持义愤特别重要。再
微弱的冷暴力也是可耻的，面对它，我们
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不，否则我们每个人
都会成为它的受害者，它将越来越深地将
我们套牢。

（蔡辉）

警惕藏在身边的杀手

《冷暴力》
（法）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
江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