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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三维正义理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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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的正义理论在其原有的框架内已经不能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正义

冲突。为了客观而全面地理解正义，南希·弗雷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反规范的正义批判理论。她的理论中最为

重要的是对正义实质的界定，即讨论“什么的”正义。在弗雷泽看来，当代社会的正义理论应该具有经济、文化和

政治三重维度，与之相对应，正义应该包括再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和代表权正义。她的正义理论有助于我们厘

清中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促进我国公平正义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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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希·弗雷泽在《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

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等一系列著述中完成了反规

范正义批判理论的构建。她认为，全球化广泛而深

刻的发展过程酝酿并催生出一种区别于传统正义

理论的多维度正义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正

义实质的界定，它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的”

正义（‘ｗｈａｔ’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弗 雷 泽 认 为，当 代 的 正

义理论涵盖社会的多个领域，具体包括经济维度、

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所以，正义自然应该包括再

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和代表权正义。弗雷泽对正

义实质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厘清并分析中国当前凸

显 的 社 会 矛 盾，进 而 促 进 我 国 公 平 正 义 社 会 的

构建。

一、经济发展中的再分配正义

经济维度是弗雷泽提出的正义实质的第一个

维度，也是正义实质的基础性维度，指的是社会正

义的基础是再分配正义。弗雷泽认为，身份政治时

代的社会正义诉求中最常见的就是再分配的诉求，

即寻求更公正的资源和财富分配。因此，不论何种

正义，都应首要考虑经济中的再分配正义。作为哲

学术语，“‘再分配’来自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并
与康德哲 学 的《道 德 论》有 关”［１］２。当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和８０年代，分析学派的哲学家发展出一种复

杂深奥的分配正义理论时，这一传统得到了丰富扩

展。作为福特主义时代的道德哲学和社会斗争的

中心，再分配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正义理论的不

可动摇的中心议题，并为那个时期劳工和穷人的诉

求提供了评判原则和解决方案。所以，长期以来，
西方学者普遍把正义的核心理解为确保资源、机会

和产品的公平分配。再分配正义以平等主义原则

为基础，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

影响，一方面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有助于社会经济公

正，另一方面改变社会财产状况，进而重新划分所

有权的归属，使诸多被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得到

矫正。总之，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与之相

对应，再分配正义在任何时代的正义理论中都需要

首要考虑。

这种首要性体现在弗雷泽对２０世纪末世界发

生的波澜壮阔变迁的进一步分析：一方面，苏东剧

变令世界一片哗然，社会主义运动随之迅速陷入低

潮；另一方面，种族冲突、反霸权主义、女权主义、同
性恋运动等斗争此起彼伏，各种思潮应势而生，“为
承认而斗争”开始占据全球化视野下正义讨论的中

心地位。尽管上述两方面的巨大变化迫使人们不

再单纯地从经济分配角度讨论正义，而是把更多的

注意力放在了身份承认问题上，但是透过现实，弗

雷泽敏锐地觉察到，“分配不公正并未消失。相反，

经济不平 等 正 在 增 长”［１］２。经 济 作 为 社 会 发 展 的

基础，它的基础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在企业



全球化削弱着各个国家原先可以进行再分配治理

能力的时候，更应该首先考虑再分配。此外，任何

表面看似是文化结果的不正义现象，其实都或多或

少地包含经济性因素，也就是经济不平等。所以，
弗雷泽反对简化论，具体而言，就是反对那种单纯

地割裂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做出非此即彼

的简单判断。因此，福特主义时代居于核心的再分

配问题并没有失去意义，正义的讨论仍要把再分配

因素考虑在内，并且赋予它基础性地位。所以，作

为经济维度的再分配正义是讨论正义问题必不可

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二、文化繁荣中的“承认”正义

文化维度是弗雷泽提出的正义实质的第二个

维度，指的是 从 文 化 角 度 分 析，正 义 应 该 包 括“承

认”正义。她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

哲学对话》中指出，当前人们处于身份政治的时代，
应该对“错误承认”的身份不公正现象进行深刻反

思，并将“承认”设想为一个正义问题。
弗雷泽 分 析 道，２０世 纪 末，“为 承 认 而 斗 争”

“成为政 治 冲 突 的 典 型 形 式。对‘承 认 差 异’的 需

求，推进了在民族、族群、‘种族’、性别、性关系旗帜

下动员起来的群体斗争”［２］。总体而言，在 当 今 时

代，文化统治取代剥削成为基本的非正义，群体身

份取代阶级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所以，
身份等级制的存在构成身份政治时代人们平等参

与社会生活的一个障碍，进而引发了基于“错误承

认”的身份不公正现象。所以，解决上述不公正的

方式就是将“承认”理论纳入正义的讨论范围。弗

雷泽首先分析了来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承认”
理论，她指出，暗含黑格尔论题的“承认”通常强调

社会关系优 先 于 个 体，并 且 主 体 间 性 优 先 于 主 体

性，而且通 常 被 视 为 与“道 德”对 立 的“伦 理 学”术

语，所以，道德哲学家们使用它去揭示政治诉求的

规范基础。但是，在当代最著名的承认理论家查尔

斯·泰勒和阿克塞尔·霍耐特那里，承认被认为是

一个自我实现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全球化资本主

义加速跨文化接触、价值视野多元化以及身份和差

异政治化的时代。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

表人物霍耐特重拾黑格尔的承认范畴，并将其系统

化为一套深奥的承认理论。他的总体观点是，人际

间冲突和社会斗争的根源在于个体是否获得他人

的承认。因而，人际交往中的主体必须具有特定自

主性，并且唯有通过人际之间的相互承认，彼此才

能建构起自主性意识，承认才能具有对人的行为和

社会变迁具有规范意义。
因此，弗雷泽认为，在认同政治时代，除再分配

正义外，正义的实质还应该包括“承认”正义。她认

为，在二战后 福 利 国 家①的 全 盛 时 期，伴 随 着 凯 恩

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建立，思考正义的主

要关注点是分配问题。然而随着社会运动与多元

文化主义的兴起，重心转移到了承认问题上。文化

呈现出一种新的崛起之势———宗教和种族 划 分 在

社会身份构成中上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的文化差

异意识、全球媒体扩展的范围和标志着今天为承认

而斗争的、被强化的文化抗争。再加上“再分配的

前景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承认

正义主张逐渐成为主流”［１］１５２。弗雷泽将承认的一

般理解路径做了预先假设，即将先前的身份模式置

换为地位模式，目的在于为承认正义的提出做前期

的铺 垫。通 常 关 于 承 认 的 理 解 路 径 是 身 份 模

式———身份通过 相 互 承 认 的 过 程，在 对 话 中 被 建

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承认指定了主体间应有的

关系，换言之，其中每个主体把其他主体视为既平

等又 独 立 的 主 体。这 种 关 系 构 建 了 主 体 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每个个体只有通过承认其他主体以

及被其他主体承认，才能成为单个的独立主体。被

拒绝承认或是“错误承认”就是遭受个人与自我关

系的歪曲和对个人身份的伤害。但是，弗雷泽创造

性地提出把承认当作社会地位问题。也就是说，承
认所需要的不是群体的特殊身份，而是每个群体被

承认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正式伙伴的地位。由此，
在“地位模式”中，错误承认的不正义不再被当作身

份问题，相反，该模式意味着通过把错误承认的一

方构建为社会的正式成员，能够平等地与其他社会

成员一起参与社会生活，来克服从属地位。因此，
被错误承认不仅是在他人的态度、信仰或描述中被

看低、被轻视或贬低，还包括被剥夺了社会相互作

用中正式成员的地位。由此，弗雷泽的正义探讨创

造性地把文化领域内的承认也视为社会正义的一

个重要维度。

三、政治参与中的代表权正义

弗雷泽指出，正义的第三个维度具有 政 治 性，
它是针对政治层面的“错误代表权”提出的。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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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 用

来界定国家的，福利 国 家 这 种 国 家 形 态 突 出 强 化 了 现 代 国 家

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社会福利则是 社 会

学概念。福利本身更是经济学概念。经济环境是国家 决 策 的

条件和基础，而社会福利则是国家决策的结果。



为，从政治角度理解，正义的核心是成员资格的确

立和程序的设定，这主要涉及代表权。换言之，这

里要讨论的问题涉及两重含义：一是谁可以被纳入

政治共同体，并有提出争议诉求的权利；二是代表

权在构建公 众 争 论 过 程 的 程 序 中 的 作 用，也 就 是

说，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
他们之间的争论如何被裁定。因此，这二者的关键

就在于产生的各种代表权关系是否正义。这些涉

及代表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特定的政治问题，其特

定性或特殊性表现在：代表权是一种元政治，它建

立了社会决策法则，决定了经济和文化维度中多种

斗争的手段和解决的程序，但是它具有较强的独立

性，不能被还原为经济维度或文化维度。
弗雷泽认为，之所以要将政治维度纳入正义的

考虑范围，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再分配与承认的

结合并不能解释社会中所有的正义争论。她认为，
虽然再分配和承认能够构成正义的专有维度，但那

仅仅是在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的 框 架 内

才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这个框架也存在争议时，分
配不公与错误承认就可能不会穷尽她的架构所理

解的社会正义的维度，所以，“第三种参与平等障碍

可称之为政 治 障 碍，是 与 经 济 或 文 化 障 碍 相 对 立

的。这种障碍包括了各种决策程序。这些程序从

制度上边缘化某些人，甚至没有分配不公和错误承

认……而 且 可 能 被 称 为 政 治 边 缘 化 或 政 治 排

斥”［３］２２３。其二，她 借 鉴 了 马 克 斯·韦 伯 的 社 会 分

层理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分配要考虑到三

个相互融合的因素：“阶级”、“身份”、“政党”。“‘政
党’一词将被用于指称形式上自由招募成员的联合

体，它的活 动 目 的 是 确 保 其 领 袖 在 组 织 内 部 的 权

力，以使它的活跃成员得到观念上或物质上的利益

……无论从职责上还是仅仅从事实上说，它们惟一

关心的大概就是为其领袖谋取权力，并确保其成员

在行政班子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它

们会自觉地代表一个身份群体、一个阶级或者代表

某些客观性政策或抽象原则采取行动。”［４］政 党 代

表既可以由阶级来定义，可以由身份群体界定，也

可以由交叉中的阶级和身份群体来解释，而这个政

党的掌控操纵在谁手中，则取决于政党内部的代表

权归属。弗雷泽吸收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髓，
提出代表权正义。

弗雷泽认为加入政治维度的代表权出于两个

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代表权具有政治发言权与民

主责任的意义，它与通常发生在有边界的政治组织

的那些人当中政治不公正的意义相连，弗雷泽称之

为“普通—政治的错误代表权”；另一方面，代表权

指近些年来有关正义的边界与框架争论。在这个

层面上，代表权关注有边界政治组织以及深入其中

的更广阔的空间结构。
在弗雷泽的语境中，代表权关系的不公正决定

了分配不公正和错误承认，而这三者的不公正又源

于元政治的不公正，所以，“在揭示制度缺乏的过程

中，这些斗争正将关注点集中在‘怎样’上。……除

非它们携起手来为元政治民主而斗争，否则在全球

化世界中为正义而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５］。
弗雷泽指出：“正义的政治维度在建立社会归属的

标准，从而决定谁是其成员之后，说明了其它维度

的范围：它告诉我们谁被包括其中，以及谁被排除

在外，即被赋予平等分配和相互承认权利的人的范

围”［３］２７５。所以，就 这 点 而 言，代 表 权 和 再 分 配、承

认同等重要。代表权正义与再分配正义和“承认”
正义一起，共同成为正义的三个基本维度。

总的来说，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弗雷泽的

观点是：首先，根植于政治经济学的不公正是分配

不公或等级不平等，其解决方式是再分配正义。其

次，文化视 角 下 的 不 公 正 是 错 误 承 认 或 身 份 等 级

制，其解决方式是“承认”正义。最后，政治层面的

不公正是错误代表权或政治失语，其解决方式是代

表权正义。弗雷泽认为，正义的多重维度依靠社会

斗争作为媒介来揭示。具体而言，当社会运动在超

越确定的规范正义逻辑的似乎有理的诉求方面取

得成功时，社会运动便揭示了正义的新的维度。所

以，弗雷泽的正义理论只是暂时集中在经济、文化

与政治三个维度。这个开放性的正义理论仍然需

要通过社会斗争来揭示更多的维度。

四、结语

通过对正义实质的界定，弗雷泽发展出一种广

义的三维正义批判理论。它展示给人们一个多维

互动的社会，让人们认识到社会不公正的多个理解

层面。此外，她的正义理论也间接剖析了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矛盾，这对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牢牢把握这一基本要求，不仅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且对于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

力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

粗陋地将正义等同于平均主义，尤其是在分配方面

简单追求分配结果的绝对平等。但是全球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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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让我们逐渐意识到，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人民群众对社

会成员身份和权利的诉求日益增多，种类也更加多

样化，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份地位，渴望得到

承认和认可，更加要求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和在机

会均等的前提下分享社会利益。而弗雷泽正义的

三维理论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平

正义构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一方面，我们

要推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例如，调整财政收支结

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使广大

人民 群 众 学 有 所 教、劳 有 所 得、病 有 所 医、老 有 所

养、住有所居；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对于

身份承认的需求，承认他人的社会地位和合理的文

化要求；还有就是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

度，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弗雷 泽 的 正 义 理 论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局 限

性。一方面，不能离开生产谈分配。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物质生产是生活资料和社会关系的双重

生产过程。所以，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必然导致分配

不公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弗雷泽将经济上的

不平等完全归结于分配不公，这显然过于片面。另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

社会的不正 义，无 论 是 分 配 不 正 义，还 是“错 误 承

认”的身份不公正，抑或是“错误代表权”的政治不

公正，根源都在于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物质资料的

生产方式之中，而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不正

义，弗雷泽都没有做出有效批判，导致她的正义理

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对于弗雷

泽的三维正义理论，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

简单否定，而应当辩证地予以看待。

参考文献：

［１］　［美］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

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Ｍ］．周穗明，译，翁寒

松，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

况的批判性 反 思［Ｍ］．于 海 青，译，周 穗 明，校．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３．
［３］　［美］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

配、承认和代表权［Ｍ］．高静宇，译，周穗明，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Ｍ］．阎克文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０１－４０２．
［５］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

治空间的再 认 识［Ｍ］．欧 阳 英，译，周 穗 明，校．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ｓ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ＥＩ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ｃａｎ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　ｇｅｔ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ａｎｃｙ　Ｆｒａｓ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Ｆｒａｓｅｒ’ｓ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ｅ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ｕ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９９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雷晓欢：弗雷泽三维正义理论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