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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徐爱国主持的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之“西方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08SFB2010)的最终成果。
其中，第一章的执笔者为张传玺，第二章的执笔者为李燕，第三章和第七章的执笔者为徐爱国，第四
章的执笔者为陈皓，第五章的执笔者为王婧，第六章的执笔者为薛万宝，全书由徐爱国统稿。

本书中插图均为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团随团画师威兼：亚历山大所画。
这些画作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不但成为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最早的形象资料
，还成为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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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爱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法律思想史、英美侵权法、著有《思想史视野下的法治现象》、《西法肄言——
漫话西方法律史》、《名案巾的法律智慧》、《分析法学》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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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次，这种反对态度促进社会秩序的不断修改。
“一个社会计划越忌惮修改，它所制定和强加的有关我们基本特征和实践或激情连接的结合的图像就
越陷入不可忍受的限制。
”再次，这种反对态度与一种基督教信仰有关，即我们必须回应自己的超自然召唤，让我们的栖居地
向爱开放得更多。
“在基督教历史中，我们的个性经验的世俗与超自然这两个层次之间类比关系的观点代表了自然原因
的观念的结局，该观念即有能力独立达致启示的某些真理，这个结局通过个人知识取代自然原因作为
通向更高级洞见的第一步。
”复次，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主题是相通的，对社会秩序的反对态度，目的在于让社会秩序、世界
变得更加向爱开放。
最后，基督教的反对态度认为，与社会变化随之而来的替代性线路打破所有混合的社会角色、分工和
层级。
最好的社会秩序是通过更彻底暴露于真正的挑战当中的方式来使得任何严格的角色、分工和层级的计
划不僵化。
一言以蔽之，儒家行为背景的自然主义认为人们无法凭主观重新创造社会背景，背景是自然形成的；
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反对态度则把承认行为背景的自然性与可突破性联系起来，认为最好的社会秩序就
是允许不断修改、不断突破的社会秩序。
丁解这个对比之后，我们才能理解昂格尔所说的，儒家的这种行为背景的自然主义与上述之统治近代
西方的基督教浪漫主义不尽相同。
正如昂格尔所说的，儒家传统把对人类结合问题的核心强调和行为背景的自然主义方法结合起来，而
基督教浪漫主义观点则是把对结合的强调和对社会、历史的反对态度结合起来。
也许可以将二者的这两种不同观点与高级法观念的产生联系起来，一个总强调超越、打破现存社会秩
序的人性观念的确比不承认主观创造社会秩序的观念更容易催生高级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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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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