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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哈耶克曾道：「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

施眾所周知的規則，否則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故此，法治與其對立面——人

治之所以不同是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法治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

前者主張因人而異，後者強調對事不對人。由於法治不同於人治，不受人的感情

因素的影響，具備客觀性，因此作出公義的裁決的可能性遠超人治。	

	 	

	 	 什麼是公義？《呂氏春秋‧大樂》指「平出於公，公出於道」。這揭示了，

公平源於公正，公正源於道義，三者合一，便是公義。若社會沒有公義，冤案將

會增加，人民便會不滿，社會便不穩定。故此，公義是社會的鎮定劑，源自於法

治，是人民安全感的來源之一。	

	 	

	 	 公義必須彰顯，且是在眾人面前彰顯，而這需要依靠法治，因為法治是實施

眾所周知的規則。若是人們既擔憂又看不到公義，便不會覺得社會有公義，自然

對社會失去信任，社會將會人心惶惶，動盪不安。2020 年的韓國鄭仁案件震驚全

國，一對夫婦領養了僅幾個月大的鄭仁後對她實施了一系列虐待，最後鄭仁被折

磨致死。經過一系列調查與審判，最終，鄭仁養母張某無期徒刑，判處養父 5 年

有期徒刑，民憤才得以平息。正是有強調事不對人的法治，偽善的兇手才得以繩

之於法，而不是逍遙海外，鄭仁才不會白白冤死，公義彰顯了，而且是在眾人面

前彰顯，才令擔憂憤慨的民眾得到了一個答案，能夠相信正義總會到來懲治邪惡，

對這個社會放心，才願意相信社會，信任法律，也使人更警剔言行，這是一個良

性循環，因為有法治，所以有公義，因為有公義，所以相信法治，社會才能長期



穩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何令天下太平？令百姓

滿意是必不可少的。如何令百姓滿意？在眾人面前彰顯的公義，便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讓民眾看到公義，這鎮定劑才算真正注射到了社會中。	

	 	

	 	 有人不相信法治。但試問，如果沒有法治，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將會是人治。

人治所制定的規則是不確定的，會隨時變化，一切的結果都取決於一個人的意志

之上，人治的蠻橫在於缺乏穩定性以及公平性的規則，對比本著平等原則的法治，

似乎更難以令人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面前，由掌權者的喜好作標準，

人人真的平等嗎？若是不平等，那又何來公義？	

	 	

	 	 公義能還民眾一個安心，一份信任。而法治則是實現公義的必然手段。願社

會始終在法治的籠罩下，處處彰顯出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