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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邁可‧桑德爾，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世界級的學者。一九八○年代時，

他在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辯中，他用引導人們思考的方式，使道德和正義

訴諸理性，使人用不同的視野看世界。當自由主義學者努力想用市場自由經濟

的方式解釋所有人類的行為時，他挺身捍衛我們人類心裡看似虛無，卻不可忽

視的愛、道德，和理想。《正義》和《錢買不到的東西》，正挑戰著我們對道

德、物質、生命，及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二●內容摘錄： 

  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p.27) 

 

  如果市場是根據付錢的能力及意願來分配其財貨，那麼排隊就是依照等待

的能力來分配財貨，而我們沒有理由認定，為某項財貨花錢的意願，一定會比

該財貨等待的意願，更足以衡量該財或對當事人的價值。(p.54)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市場的關係可以反映出選擇的自由?而在甚麼情況下又

會具有強制的作用?(p.68) 

 

  市場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想要如何生活的問題，我們想要一個一切都代價而

沽的社會嗎?抑或社會上還是有某些道德性或公民性的財貨，是市場不會尊崇，

但是用金錢買不到的?(p.249) 

 

三●我的觀點： 

  這本書如一雙神奇的眼睛，使我看到市場如何侵入社會，及它隱藏在光鮮

彩衣下的病毒大軍，看似微不足道，卻會造成一個病態的社會，使更多人陷於

痛苦。像是幾年前的金融海嘯，人們垂涎於不用努力就可撈得萬貫家財，但過

度依賴這些股票、不動產投資的結果，就好比在沙漠中看到綠洲，就喜孜孜的

盤算要建造什麼建造沙漠豪華大旅館，殊不知它只是海市蜃樓的幻象泡影。這

些我們熟悉已久的市場模式，就已經促成了千萬人失業、銀行倒閉，億萬富翁

一夜之間流落街頭的駭人故事。如今，卻還要讓市場深入家庭、健康、教育、



友情等，原本是人們的感情可以自由翱翔、揮灑的最後一塊淨土? 

 

 有人聲稱市場可以使世界上的所有資源分配給最珍惜他們的人，也就是出價

最高的人，使資源免於浪費。但是麥可桑德爾提到，當市場進入人性的世界，

不再侷限於有形的財貨，而取代了親情、道德這些無價的事物，那麼就像長江

失去了源頭，再多的水，終會乾涸。像是當我們付錢鼓勵人去募款，甚至有人

為我買壽險保單，使我的生命淪為他口袋中的利益和錢財。那我們助人為樂、

尊重生命等美德是否將凋零摧折，只為了利益? 

 

 我認為，世界上的資源真的要百分百的利用嗎?像是一塊土地，如果我們丟著

不用，表面上是浪費資源、任其荒廢，但是當數年後我們再回去，那片土地將

成為野花野草、各種動物燦爛共舞的天堂。所以資源是否浪費，許多經濟學家

都只有站在人類的角度去思考，殊不知我們人類只是地球中小小的一份子，我

們也是地球公民，的球的資源，永遠不會被浪費，但是當我們人類愈將美麗的

大地、溪流和海洋占為己有、恣意揮霍，而忽略了大自然的尊嚴和價值，那所

有的一切，將淪為銀行中一行行的數字，而它們背後的價值，只是一片荒蕪、

死寂的大地。我們真的要把所有東西都訂出價格，使市場去決定它的價值? 

 

  這彷彿是吸走生命色彩的一個大黑洞啊！是不是有些東西是無價的呢?像是

親情、自由、生命，是千金也買不回寶貝，而市場卻要把它化為一把把的鈔票?

那我們生活在世上，還有甚麼聖潔的、值得我們追尋的呢?像中國古代山水畫，

在山巒疊帳的壯闊雄偉之間，都會遺留一片似乎虛無縹緲的空白，這，便是我

們心中最深沉之處的靈魂，自由翱翔揮灑之處，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心靈

天堂，所以每個人心中烙印下的畫的印記，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純真風采。而這

便生命之所以珍貴、夢想之所以綻放的根基。當他們都被市場各個擊破攻陷，

全都化為一枚枚閃亮亮的銅錢，看似我們擁有了一切，但是生命將不再綻放光

彩，而那銅錢的金光，是否也只是—生命之路上的黑白的幻影。 

 

 令人畏懼的是，市場，以宛如伊甸園中的毒蛇，用它的毒液一點一點的將我

們的心靈麻痺，而我們，卻毫無知覺。彷彿一眨眼的剎那，排隊的倫理已經改

變；在中國生育下一代的權力已可以交易；各國排碳的權力，已可以用金錢買

得。這些制度，看似將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在不知不覺中，貧窮的人，

似乎淪為被社會、時光忽略的孤兒；我們似乎將未來孩子的生命旅程，換成了

一枚枚鏽蝕的銅板；我們挽救大自然的責任，對自然的愛，竟只是一點錢就能

遮掩。我們的價值觀似乎正悄悄地被市場侵入而扭轉，當人們不再在乎別人的

生死，失去對大自然的敬畏，當我們不再為樹木的生命的逝去流淚，為朝陽的

初生感到歡喜；當我們只在乎錢財，是否我們必須想想，就如在闔上書前的那

一句話:「我們想要一個一切都代價而沽的社會嗎?抑或社會上還是有某些道德

性或公民性的財貨，是市場不會尊崇，但是用金錢買不到的?」 

 

四●討論議題： 

  邊沁曾提出效益論，其中提到當一個事件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時，它便是公

義。但是具體的是事物或建設似乎可以如此衡量，但是當它用抽象的觀點去討

論時，那些心理上的感覺或是一些道德的基本堅持，它們的敗壞、消失或殞



落，真的可以計算出來? 

 

  我們真的要為了全面的自由而開放市場嗎?這些市場自由和十七世紀開始萌

芽的人權、民主自由等有甚麼差別?是否我們已經因為民主自由犧牲了某些價值

或代價?如果民主自由會使大部分的人接受，是因為其利多於弊，那市場自由

呢?我們是否願意承受它背後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