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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义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ꎬ从正义理论审视罗素的核战争观ꎬ使我们认识到罗素核战争观体现的正

义思想:一是体现了程序正义思想ꎬ他探究了避免核战争爆发的合理、公正的东西方和解程序ꎻ二是体现了人权正义思想ꎬ人
类的生存和安全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罗素试图通过探究免于核战争破坏和危害的解决措施和方法来保护人类最

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权利ꎬ从而体现了其理论的人权正义思想ꎬ展现了他对人类最基本价值和尊严的重视ꎻ三是体现了其分配

正义思想ꎬ在他探究人权正义思想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暗含了他探究人类的每个人在生存和安全的权利的平等分配ꎬ期望人类

的每一个人能平等地获得生存和安全最基本的人权权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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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ꎬ正义一直是人类和

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和诉求ꎮ 如汉密尔顿

(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等人在其«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所

言:“正义是政府目的ꎮ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ꎮ
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ꎬ直到获得它为

止ꎬ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ꎮ” [１] 由此ꎬ
本文试图从正义的视角审视罗素(Ｂ. Ｒｕｓｓｅｌｌ)的核

战争观ꎬ探究罗素在其核战争观中所表现出的人权

正义、分配正义及程序正义ꎬ阐明罗素核战争观表现

出的正义思想ꎬ揭示罗素通过控诉核战争对于世界

的极大危害和破坏力ꎬ以维护人类争取和平、生存及

安全等最基本权利的诉求ꎮ

一　 正义的基本概说

正义作为伦理学、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ꎬ历来

被许多中外学者所研究ꎮ 从古代中国的荀子、古希

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罗尔斯等人ꎬ对正

义概念的内涵都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探究ꎮ 历史

上ꎬ虽然许多中外学者都对正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

研究ꎬ但人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ꎬ不同的学者对

于正义概念的内涵有不同的考察ꎮ 一般来说ꎬ人们

对正义概念内涵的把握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意义上

进行分析ꎮ 广义的正义一般实质是指“普遍正义”ꎬ
它主要是指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平

等的价值尊严ꎮ 这种正义概念主要是强调在人类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ꎬ要求人们维护正义的

社会秩序ꎮ 狭义的正义一般是指“特殊正义”ꎬ它主

要是指个人的德行ꎬ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为人处

事的公平、公正ꎮ
通过对正义概念内涵的把握可知ꎬ正义一般是

作为理想性的追求而存在的一个概念ꎬ是针对衡量

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实现而设定的ꎬ是对社会和

个人的内在德行的一种理想性规定ꎮ 由此ꎬ正义的

实质是“把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视为人的

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的根本” [２]２９ꎮ 这表

明ꎬ正义是人发展、价值与尊严的一种理想性追求ꎬ
也是引导人行动的根本指南ꎮ 如果人们在放弃正义

的前提下去追求发展、价值与尊严ꎬ那么人们只能陷

于不正义的困境中ꎮ
由上可知ꎬ正义的内涵主要在于强调个人与个

人间、个人与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平等ꎮ 由此ꎬ通过

对概念内涵的把握ꎬ一般可以把正义划分以下几类:
(一) 普遍正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和特殊正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ꎮ 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的划分最

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ꎬ根据正义

实施的程度可以把正义划分为普遍正义和特殊正

义ꎮ 普遍正义主要是从公民和整个社会关系而言

的ꎬ它要求公民必须遵守法律ꎮ 特殊正义主要是从

公民个人与他人间的关系而言的ꎬ它要求个人与他



人之间应该强调公平和平等ꎮ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

言ꎬ还可以把特殊正义划分为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

矫正正义ꎮ 分配正义主要强调对财富、荣誉及权利

的分配ꎬ对同样的人给予同样的对待ꎬ对不同的人给

予不同的对待ꎬ要使每个人得到应得的东西ꎻ交换正

义主要强调的是根据契约进行的交易是否公平ꎬ着
重强调自愿交换中的正义ꎻ矫正正义主要强调保护

人们在交往中的公平ꎬ当某人以某种方式伤害了其

他人时要求对这种行为进行矫正ꎮ
(二)程序正义(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和实质正义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ꎮ 程序正义ꎬ又叫做形式正义ꎬ
它主要强调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ꎬ着重强调程序、
形式或手段的正义性ꎮ 程序正义目的是强调通过公

平、公正的程序达到正确结果ꎮ 实质正义ꎬ主要是指

正义的终极状态必须实现ꎬ要求好人(或善行)应该

得到好报ꎬ恶人(或恶行)应该得到恶报ꎮ 实质所追

求的是正义内容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ꎬ
着重强调内容、目的的正义性ꎮ

(三)个人正义(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ｍａｎ)和社会正义(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ｃｉｔｙ)ꎮ 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划分最早由柏拉

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提出ꎮ 个人正义主要是指ꎬ
在个人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应该公平、公正对待他

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准则ꎬ着重强调个人诚实ꎬ服从

社会道德ꎮ 社会正义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基本制度及

其所包含规则和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ꎬ着重强调

为全社会人民的全体利益而努力ꎮ
总之ꎬ通过对正义的内涵和分类可知ꎬ正义是为

公平、公正、平等与人的尊严、权利而设定的ꎬ着重强

调人最基本的道德价值ꎮ

二　 罗素的核战争观

罗素的核战争观理论主要是源于 １９４９ 年苏联

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及 １９５０ 年氢弹的出现ꎬ它们的出

现使得罗素清醒认识到ꎬ美苏双方若发生核战争ꎬ必
然会给整个人类世界带来无穷的苦难和不可估量的

危害ꎮ 由此ꎬ他积极投身于核战争和反对核战争的

研究ꎮ 其核战争观主要集中于阐明核战争的危害

性、核战争爆发的根源及避免核战争爆发的措施ꎮ
(一)核战争的危害

对于罗素而言ꎬ核武器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将

会是一场大灾难ꎬ将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ꎮ
他认为ꎬ核战争的爆发主要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

危害:
其一ꎬ核战争的爆发会造成大量的人类死亡ꎬ甚

至是整个人类的灭亡ꎮ 他说:“一次大规模的核武

器战争不仅对于交战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ꎬ对于人

类也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ꎬ这将是任何一个理智清

醒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ꎮ” [３]１４这表明ꎬ核战争

一旦发生ꎬ必造成人类的大量伤亡ꎬ甚至人类的

灭亡ꎮ
其二ꎬ核战争会造成核污染ꎬ对人类的人体造成

大量的损害ꎬ并会产生大量有毒物质ꎮ 如罗素所言:
“核战争后生存活下来的人因放射性物质而造成的

损害是无法估计的ꎮ 虽然在开始时放射性物质造成

的损害在炸弹降落的地方比较大ꎬ但是在经过一段

时间之后ꎬ它会均匀地分布在世界的整个角落ꎮ 这

些爆炸甚至在离所有试验场地很远的地方也会产生

大量有毒的物质ꎬ如锶 ９０、铯 １３７ 和碳 １４ꎮ” [３]１１￣１２

由此可知ꎬ核战争的爆发不仅仅造成人类的大

量伤亡ꎬ并且即使对于在核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也

会因放射性物质造成大量的损害ꎬ损害甚至会延续

到人类的子孙后代ꎬ很多物种也会随之消亡ꎬ这种损

害是无法估计的ꎮ
(二)核战争爆发的根源

罗素认为ꎬ核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的原因是东西方间的相互敌视ꎬ特别

是美苏两国间的对立状态ꎮ 二战后ꎬ美国为了达到

独霸世界的目的ꎬ先后推行了“杜鲁门主义”、“马歇

尔计划”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大政策ꎬ试图通

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达到打压和遏制

苏联的目的ꎮ 同时ꎬ苏联为了抵御美国的打压政策ꎬ
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ꎬ试图通过加强国家防御能

力来抵御美国的压制ꎮ 美苏两国间的对立政策使得

两国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趋势ꎬ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苏联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ꎬ使得两国更是处于一种剑拔弩

张的对立之中ꎮ 由此可见ꎬ两国拥有了核武器ꎬ进一

步加剧了两国间的对立ꎮ 如赵学功所言:“核军备

竞赛给美苏两国不仅没有带来安全ꎬ反而使双方都

面临着被对方毁灭的危险ꎮ” [４]１０７在两国紧张对立的

情形下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提出了战争边缘政策ꎬ
即主张美国不怕走战争边缘ꎬ但是要懂得走到战争

边缘ꎬ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ꎮ 由此ꎬ罗素认为:
“现在的政策如果继续发展下去ꎬ大规模战争的恐

惧必定经常发生ꎬ而且事实更加清楚ꎬ恐惧也就更加

增加ꎮ” [３]２对于罗素来说ꎬ核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

于美苏两国间的对立与敌视ꎬ美国认为苏联是罪恶

的一方ꎬ而苏联认为美国是罪恶的一方ꎬ正是两国间

的互相敌视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危险ꎮ
(三)避免核战争爆发的措施

罗素认为ꎬ因核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其美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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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视与对立ꎬ由此ꎬ解决和避免核战争爆发的一个

具体的解决方法是双方达成和解ꎬ通过和解避免核

战争或降低核战争的危险ꎮ 罗素指出ꎬ要使双方达

成和解的目的ꎬ需通过下述措施才能实现:
首先ꎬ必须裁减双方军备ꎬ特别是双方的核军

备ꎮ 在他看来ꎬ双方的裁减军备ꎬ给世界带来了非常

积极的因素ꎮ 如ꎬ双方的裁减军备证明了东西方之

间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ꎻ减少了非故意发动战争

的危险ꎻ节约了双方的军事费用ꎻ表明了解决争端的

最好方式是仲裁ꎮ
其次ꎬ创立有别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新的国

际权力机构ꎮ 罗素认为ꎬ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原本都

是为防止战争而设立的国际权力机构ꎬ但两者都失

败了ꎬ因此ꎬ必须创立一个有别于上述两个国际组织

的新的国际权力机构ꎮ 罗素指出ꎬ要创立新的国际

权力机构ꎬ必须满足下述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允许

所有承担联合国义务的所有成员参与其中ꎻ二是制

定国际宪章ꎬ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国际权力机构的ꎬ并
且这些权力为了防止战争发生使用的ꎻ三是ꎬ国际权

力机构必须创立一支必要、强大的国际武装力量ꎮ
罗素认为ꎬ这支国际武装力量必须具有战胜任何一

国武装力量或几个国家的联合武装力量的能力ꎬ否
则ꎬ国际权力机构的命令得不到执行ꎮ 同时ꎬ通过

“合法的权力限制各国的武装力量ꎬ以防止对其权

力的任何威胁” [３]５１ꎮ
最后ꎬ通过教育使得人类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各

自的潜能ꎬ追寻人类美好的生活ꎮ 罗素认为ꎬ目前的

教育都是由国家所控制ꎬ强力灌输自己的国家比其

他任何国家都要好ꎬ能够在战争中战胜任何一个国

家ꎮ 由此ꎬ必须改变现在的教育方式ꎮ 通过教育让

大家学会把自己国家外的所有国家和人们都看成合

作者ꎬ而不是竞争者ꎬ教会大家能够和平相处ꎮ
由上可知ꎬ罗素通过全世界性的国家参与、具有

国际权威、具有一支优秀武装力量的新的国际权力

机构及思想教育方式的改变等方式和措施来达到双

方之间和解ꎬ最终达到避免核战争的发生ꎮ

三　 罗素核战争观的正义思想探究

综上所述ꎬ罗素的核战争观的目的并不是探究

核战争本身ꎬ而是通过核战争的研究ꎬ追求人类的和

平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ꎬ体现人类最基本的

价值和尊严ꎮ 罗素对于这些基本权利的最终追求正

体现了其正义的基本思想ꎮ
(一)体现了程序正义思想

由上可知ꎬ罗素核战争观的核心要义不是分析

核战争本身ꎬ而是探究如何通过一些根本性措施推

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和解ꎬ从而达到避免核战争

爆发的目的ꎮ 罗素在其探究双方和解的措施中ꎬ特
别分析了其双方和解的合法化或合理性程序ꎮ 第一

个程序是发表宣言ꎮ 对于罗素而言ꎬ为了使世界保

持现状ꎬ必须由东西方国家ꎬ包括愿意参加的国家ꎬ
发表一个宣言ꎬ表明战争不能为了签约国中的任何

一个国家的目标而服务ꎮ 第二个程序是ꎬ在维护现

状的基础上ꎬ指派一个国际和解委员会ꎮ 罗素指出ꎬ
为了使得和解委员会具有合法性ꎬ并合法地被赋予

权力ꎬ必须坚持三个基本的原则:一是ꎬ和解措施不

能偏向任何一方的利益ꎬ必须透明化、公正和公平

化ꎬ否则ꎬ任意利益的诱使和偏向都有可能导致核战

争的爆发ꎮ 二是ꎬ寻找减少困难地区摩擦的方法和

措施ꎮ 罗素认为ꎬ很多地区的摩擦都是因东西集团

之间的猜忌和双方的竞争而导致的ꎮ 由此ꎬ必须找

到一个普遍有效的解决摩擦的方法ꎮ 三是ꎬ在第二

个原则的基础上ꎬ必须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ꎮ
由此可知ꎬ罗素试图通过一个公正、公平、透明

的一个程序ꎬ解决东西集团间利益的冲突ꎬ通过上述

程序使其和解措施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利益ꎬ为了人

类的和平利益达到双方和解的目的ꎬ最终避免核战

争的发生ꎮ 为此ꎬ笔者认为ꎬ从罗素探究和解的程序

中已充分体现正义理论中的程序正义ꎬ着重强调程

序的合法性、公正化、公平化及透明化ꎬ通过和解程

序的形式最终达到避免核战争的目的ꎮ 也就是说ꎬ
罗素在探究东西方集团和解的程序中ꎬ试图通过一

种合法、合理的程序达到其结果的目的ꎬ这点与罗尔

斯所探究的“纯粹程序正义”是一致的ꎮ 罗尔斯(Ｊ.
Ｒａｗｌｓ)说:“在纯粹程序正义中ꎬ不存在判定正当结

果的独立标准ꎬ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ꎬ
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ꎬ其结果也会是正确

的和公平的ꎬ而不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

果ꎮ” [５]这说明ꎬ在罗尔斯的纯粹程序正义中ꎬ只强

调程序的公正、合理、合法ꎬ并不过多强调结果如何ꎬ
其宗旨在于通过形式的正确、合理达到结果的正确、
合理ꎮ

由上可知ꎬ罗素探究的东西方和解程序ꎬ他着重

强调通过和解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及合法

性ꎬ至于结果如何ꎬ在罗素探究和解的程序中并没有

过多涉及ꎮ 罗素的和解程序正义见解实质与罗尔斯

探究的纯粹程序正义是吻合的ꎬ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ꎬ罗素的核战争观体现一定程度的程序正义ꎬ试
图通过一定的合理、公正程序达到其期望的理想

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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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现了人权正义思想

罗素探究核战争的宗旨是极力避免核战争的爆

发ꎬ维护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ꎮ 罗素说:“不管如

何ꎬ为了保持人类的生存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上ꎬ政府和法律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必要ꎮ” [３]５２由此

可见ꎬ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项

权利ꎬ是罗素核战争观思想中极力主张的一个基本

的权利ꎮ 罗素之所以极力维护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利

主要是源于基本权利本身的特点ꎮ 亨利舒伊(Ｈ.
Ｓｈｕｅ)认为:“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性(ｈｕ￣
ｍａｎｉｔｙ)的最低程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ꎮ 它们是获

得辩护的要求的合理基础ꎬ对它们的否定将导致人

们不能够合乎情理地受到自我尊重ꎮ” [６] ９７这说明ꎬ
基本权利是人类的底线权利ꎬ当人类不能享有这种

权利时ꎬ人类的其他权利也无法获得享有ꎮ 也就是

说ꎬ享有人类的基本权利ꎬ是人类享有其他权利的基

础和前提ꎮ 维护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ꎬ是罗素探究

核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ꎮ
罗素对于人类生存权利这一基本权利的维护ꎬ

实质暗含了他对于人类安全权利的维护ꎮ 他在探究

核战争问题中充分意识到ꎬ核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

坏性和危害性ꎬ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人类ꎬ它的破坏性

和危害性使得人类的安全权利不能完全得到维护ꎮ
当人类的安全权利得不到维护时ꎬ人类的生存权利

也就无法保证ꎮ 由此可见ꎬ人类的安全权利与人类

的生存权利一样ꎬ也是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ꎮ
如亨利舒伊指出:“因此ꎬ那些确立了安全权利 是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论证ꎬ也支持有关生存权利对

每个人来说是基本权利的保证ꎮ” [６]１０４这句话充分表

明ꎬ人类的生存权利和安全权利是一致的ꎬ两者是人

类两项最基本的权利ꎮ
罗素本人虽然不排斥战争ꎬ但是在其思维中仍

坚持对于人类生存权利、安全权利两项最基本权利

的维护ꎮ 人类的生存权利和安全权利作为人权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ꎬ它们充分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价

值和尊严ꎮ 人类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和安全权利都

得不到维护ꎬ那么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也无从真正得

到表现ꎮ 如查尔斯琼斯(Ｃ. Ｊｏｎｅｓ)所说:“人权最

好被看成是对人的基本利益的维护ꎬ根据这种观念ꎬ
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具有维持生存之权利内容所拥有

的道德优先地位ꎬ尽管与维持生存相比ꎬ其他权利内

容可能同样重要ꎮ” [７]６１￣６２由此可知ꎬ罗素通过核战争

的分析达到对于人类生存权利、安全权利的维护正

体现了人权的正义ꎬ基本捍卫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价

值和尊严ꎬ这正是正义的一种重要体现ꎮ

(三)体现了分配正义思想

由上可知ꎬ罗素核战争观体现的人权正义思想

反映了他关注人类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安全权利的保

护ꎮ 罗素认为ꎬ要保护人类每个人的生存和安全权

利ꎬ其根本解决方法是消除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

对主权ꎬ放弃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外主权主义ꎮ 通过

各国放弃对外的绝对主权ꎬ避免国家与国家间的对

立和冲突ꎬ从而达到避免核战争的目的[８]ꎮ 如果各

国间放弃对外的绝对主权ꎬ那么在国际上如何为人

类每个人合理地分配权利? 对此ꎬ罗素非常重视国

际权力机构在国际纠纷事务中的作用ꎬ通过创立国

际权力机构防止国家间的冲突和核战争的爆发ꎬ从
而保护每个人的生存和安全权利ꎬ使得生存和安全

权利都能分配给每个人ꎬ被每个人所享有ꎮ 因此ꎬ笔
者认为ꎬ从国际权力机构维护人类每个人的权利这

个视角来看ꎬ罗素的核战争观体现一种分配正义思

想ꎮ 对于罗素来说ꎬ创立国际权力机构的关键是防

止战争ꎬ特别是核战争的发生ꎬ最终为世界的每个人

提供一种正义制度ꎬ把每个国家的人都看成是平等

的ꎬ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分配到应得的权利ꎬ特
别是人类的生存和安全权利ꎮ 正如查尔斯琼斯所

言:“正义的制度就是保障应得权利的制度ꎬ该制度

能够为一个人对他人提出获得价值的必需品的要求

提供依据ꎮ” [７]３由此可见ꎬ在国际的视野中ꎬ弱化国

家间的主权对立ꎬ强调每个人权利的平等获得ꎬ把每

个国家和人民都视为平等的ꎬ通过国际权力机构为

世界人民提供正义制度ꎬ使每个人都能分配应该得

到的权利ꎬ从而最终保护每个人的根本权利ꎮ

四　 结　 语

罗素的核战争观作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一种核

战争理论ꎬ从正义理论来审视ꎬ其核战争思想对于当

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在罗素的

核战争观中ꎬ其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究一种缓和东西

方对立ꎬ避免核战争爆发的理念ꎮ 由此ꎬ在其理论

中ꎬ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和解的程序ꎬ罗素的这个和解

程序恰恰与罗尔斯探究的纯粹程序正义是吻合的ꎬ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理论所展现出的程序正

义ꎮ 罗素探究使世界免于核战争破坏和危害的理

论ꎬ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罗素对于人类人权的重视ꎬ
特别是对人类生存、安全权利的关注ꎬ在此基础上ꎬ
进一步体现了他重视人类的每个人在生存和安全的

权利的平等分配ꎬ希望人类的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

获得生存和安全最基本的人权权利ꎮ “全人类的安

全是最为基础的需求ꎬ也是人类得以世代相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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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前提ꎮ” [９] 因此ꎬ罗素核战争观体现的正义

思想表明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征途ꎬ和平是

人类历史永恒的一个追求和根本利益ꎬ而人权正义

是人类幸福的根本基础ꎮ 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益

复杂的今天ꎬ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必须

追求和平之光ꎬ正视正义的力量ꎬ正视正义为人类和

平幸福的守护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应减少利益冲

突、减少敌视ꎬ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贡献一份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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