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19世纪英国伟大哲学家约翰·
斯图尔特·密尔的启发，乔纳
森·赖利坚定支持着一种密尔

式的功利主义；其寻求以愉悦（包括减
轻疼痛）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来最大
化普遍幸福。正如密尔所说：“人生的终
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免受痛苦，并且在数
量和质量上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而其
他一切值得欲求的事物（无论我们是从
自己的善出发还是从他人的善出发），
则都与这个终极目的有关，并且是为了
这个终极目的的。” 

寻求幸福
密尔的学说绝不能与任何寻求通过同
质快乐或偏好满足的总量来最大限度
提高集体幸福的传统功利主义混为一
谈。相反，密尔认为，除了数量之外，某
些类型的愉悦在质量上优于其他类型
的愉悦。如果一种愉悦始终比另一种
愉悦更令人快乐，那么，这种愉悦的质
量高于另一种愉悦，而不管这两种愉悦
的数量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优先考
虑较高层次的愉悦，可以避免一个常见
的反对意见，即必须使用除愉悦之外
的某些价值来区分愉悦的不同质量。

要真正体验更高层次的愉悦，个人必须
培养自己更高层次的智力、想象力和道
德品质。据说，复杂的正义道德情感具
有一种愉悦品质，其质量高于任何与之
相冲突的其他类型的愉悦。 

正义的道德情感
密尔将正义视为一种社会准则，这种
准则在理想状态下为每个人分配并制
裁一套平等的道德权利和相应义务。
正义感正是围绕着这个思想而逐渐产
生。它由一系列已知和未知的要素组
成，其中包括身体上的愉悦感，包括从
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感觉，无论是当下、
回忆中还是预期中的感觉，都是使情
绪愉悦所必需的要素。此外，还包括
诸如权利和义务等抽象的道德概念，
以及一种根植于动物复仇本能的倾
向，即对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人进行
报复。  

这些要素构成了人们对正义的渴望，而
这种渴望激发出一系列行动； 

幸福最大化

密尔将正义视为
一种社会准则，
这种准则在理想
状态下为每个人
分配并制裁一套
平等的道德权利
和相应义务。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是
英国19世纪一位极具影
响力的哲学家；他提出了
一种具有自由主义特色
的功利主义理论。

 他坚持认为，愉悦既有
数量之分，更有质量之
差，并主张幸福必须在
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最
大化。

 密尔认为，正义的道德
情感所带来的愉悦质量
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愉
悦，因此公认的道德权
利始终优先于非道德考
量因素。  

 除了提倡公民自由权利
外，他还主张每个公民社
会都应该承认绝对的自
我行为之自由权利；其中
包括讨论自由，但不包括
诸如煽动暴力或抗议游
行等表达性社会行为。

 杰出哲学家乔纳森·赖利
（Jonathan Riley）认
为，密尔的思想在数字时
代对我们的公民社会仍
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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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自由权利是密尔非凡功利主义中
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特征。

密尔采取了一种现象主义的形而上学
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类对于产生我
们在自然世界中所体验到的感官感觉
的“物自体”的基础一无所知。

这些行动在社会上被合理地认为赋予
道德概念以实质内容。这些概念本身
并非来自于愉悦。它们是一种理性的发
明，旨在帮助识别理性的人们会认为哪

些行为是获得愉悦感觉的必要手段。
虽然这些行为和概念最初仅被视为达
到目的的手段，但最终它们与愉悦感觉
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复杂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一种想做正确事情的良知
愿望，其制约着个人对被认定为正义或
道德正确的行为的选择。随着行为不
断重复，各种情感因素逐渐结合在一
起，从而使得自发地执行这些行为的
美德倾向通过习惯得以形成。密尔推
测，这个过程有点像化学反应。这样一
来，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道德情感，并
具有其自身的涌现特性。其中包括一种
令人愉快的品质，根据因具有较高能力
而能够体验到这种品质的有责任心人
士的说法，这种品质远远优于构成愉
悦的基本感觉要素的质量。

密尔把与道德情感相关的愉悦（包括
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感受）称为“安全
感”。安全感是一个变量，只有当社会
认识到并保障所有成员的基本平等权
利，并且这些权利可保护每个人共同且
至关重要的个人利益时，安全感才能
最大化。  

自利自由权利
除了捍卫人们熟悉的公民自由权利外，
密尔还强调，任何公民社会的正义准
则都必须承认绝对的自利自由权利。
每个有能力的成年人都应完全自由地
去选择任何“自利行为”，即任何不会直
接且立即对他人造成非自愿伤害的行
为。但这种伤害并不包括仅仅引起他人
不喜欢或厌恶的情况。 

这种权利是密尔非凡功利主义中一种
激进的自由主义特征。在不伤害他人
的情况下，权利人有权做出可能导致自
身伤害、甚至危及自身生命的选择。其
他人也有相应的义务，不能强迫权利人
做出更好的自利选择。这意味着，权利
人可以做出有损自身幸福的不明智甚
至堕落的行为，而其他人则受到限制

不得强加干涉。既然每个人都享有平等
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从传统功利主义
的角度来看，普遍幸福并不能达到最
大化。

然而，在密尔的非凡学说中，这种激进
的绝对权利是正当的，因为人可以自由
选择任何想要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由
受到道德权利的保护，而这种道德情感
的愉悦质量始终超过他人可能从干涉
中获得的任何数量的较低层次愉悦。 

综合性结果
密尔的自由功利主义包含了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所说的“综合性结
果”，即将“结果”的概念扩大到不仅包
括行动的下游后果，还包括产生这些
后果的行动（或决策过程或策略）。这
个做法有助于进行更为丰富的功利主
义评价，因为不仅能考虑到下游后果的
效用价值，还可以将道德上正确行为
的内在价值纳入考量。 

绝对的讨论自由
激进的自由主义权利观主张绝对的言
论自由，因为密尔将讨论定义为一种完
全基于共识的活动，在适当定义下，其
属于一种自利行为。表达或者说言论
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讨论领
域，在此领域中，根据道德权利，人们
拥有绝对自由；与此相反，表达性的社
会行为领域，在此领域，社会则拥有管
辖权。在后一个领域，社会可以合法地

道德情感是一种想做正确事情的良知愿望。

据说，正义道德情感具有一种愉悦品
质，其质量高于任何与之相冲突的其
他类型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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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的学说在我们的数字
时代仍然适用。

进行规范，但也可以判断某些自由属于允许的范畴。然而，
某些表达性的社会行为，如煽动暴力、恶意诽谤和种族主
义抗议游行，会直接对他人造成不当伤害，因此在每个公民
社会中，这些行为都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且被合理禁止或
惩处。

现象主义
密尔采取了一种现象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该观点认为，人
类对于产生我们在自然世界中所体验到的感官感觉的“物自
体”的基础一无所知。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只是一系列感觉以
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包括共存、延续和相似的规律
性。由此可见，我们对于通过先于经验的直接直觉获得的真
理一无所知。

我们通常会把所经历的一系列有规律的感官体验归类为外
部对象和事件。但这些名称只是系列感觉及其规律性的另
一种标签而已。虽然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真理就是感官知
觉以及基于我们对其的经验得出的合理推论，但我们也清
楚知道，“感觉的永久可能性”是存在的，换而言之，当我们
再次接触到相同命名的对象和事件时，有可能再次体验到
类似的系列感官知觉。

社会选择模型
在即将出版的《Just Happiness》一书中，赖利展示了密尔
的非凡学说是功利主义的一个连贯的自由主义版本。对于
任何一个正在积极考虑的个体偏好特征，它会针对综合性
结果生成一个完整、传递性的社会偏好排序，而其最顶端的
最佳结果既能最大化个体幸福，又能最大化普遍幸福，即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带来愉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最佳结果是
一组全部由正义所定义的顶级结果，并且可以同时实现。 
这组顶级结果本身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结果。

持续的实用价值
密尔的学说在我们的数字时代仍然适用。其对公民社会的
实用价值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然而，除了承认自利
自由的激进自由主义权利外，不同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
能承认不同的权利，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 

当前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是大众媒体故意散布谎言和虚假
信息。例如，这个问题出现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危险传染
疾病以及所谓的“被窃取的”美国大选中。这种故意扭曲事
实的行为是否会被视为自利公共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对
的自利自由权利是否适用？还是说这是一种有害的表达性
社会行为，任何一个公民社会都应该合法考虑加以监管？  

根据赖利对密尔学说的解读，后一种选择是正确的，并且，
将这种有害的活动归类为积极的政治讨论是错误的。相反，
社会应合理地决定，这种行为应该被禁止，因为其是不道德
的，且与公众利益相悖。如果您不同意，那么，正如密尔和赖
利所主张的那样，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当前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是大众媒体故意散布谎言和虚假信息。

密尔的学说在我们的数字时代仍具有实用价值。

个人回应

您最喜欢密尔的哪句话？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个人就是身体和心灵的最高主权者”（《论自由》）。

您毕生都在研究密尔的著作和思想。您从他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且最能启发您个人生
活的一课是什么？

我感到很荣幸能够研读密尔的全部著作（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和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33
卷本），因为它们极大地激发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许多更高
层次的愉悦。我希望其他人也能抓住这个机会，领略他在许多领域的非凡智慧。正如他
所描绘，他的自由功利主义的“生活艺术”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情感上的满足。 

但这并不是说他或任何人都绝对正确。例如，他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并
最终成为公司领导者，直到这家皇家公司于1858年不复存在；因此，他肯定知道该
公司在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如何引发了著名的鸦片战争。
尤其是，他（像当时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似乎被误导了：因为帕尔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时任英国首相）与《泰晤士报》编辑串通一气散布谎言和虚假信息，英
国人认为，他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侵略者是完全正当的。即使允许鸦片自由贸易
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以虚假借口入侵清帝国，迫使其改变贸易政策，显然是不
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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