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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缺乏决断的法治是在制造谎言。
世界需要在在场性中落实超越性。
为此。
一种成功的司法制度，它至少包含诸多层次的一元性。

 首先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必须选择相对适应自己民情民风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

 其次，司法正义应该成为这个国家主权决断的底线与最终标准。

再次，法律条款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能在形式逻辑上互相矛盾，形成多样性标准，以致形成丛
林法则。

　 最后，必须建立确保包括弱势个体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正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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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阳，浙江金华人。
长期从事政治哲学、法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
《凤凰周刊》、《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为某中央级媒体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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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权利与权威的双向博弈： “利维坦困境”的政治学源起
　一、争论纷呈的霍布斯政治哲学
　二、利维坦的基础：安全与恐惧的本能
　三、利维坦的乌托邦：维护臣民的自由权利
　四、利维坦的困境：秩序非牺牲自由不可吗?
　五、霍布斯与宪政民主体系及其国家观
性的欲望与宪法权利：对消极自由的“开放社会”检视
　一、被性欲书写的自由历史
　二、性欲究竟是哪一种自由?
　三、前、后现代派“程度深刻”在哪?
　四、宪政民主社会如何反对“乱伦”?
构建有教堂的“开放社会”：《论美国的民主》的法社会学阐释
　一、基督教文化情境中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
　二、中庸性审慎与决断： “开放社会”政治与宗教的渗透式分立
　三、法政系与启蒙系的分野：多数暴政的另一层预止之道
　四、有教堂的“开放社会”：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一、西方法政理论的逻辑起点：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
　二、 “开放社会”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
　三、公民不服从催生政教分立：新教改革塑造法政国家体制
　四、教会动员推动全民训政：共同信仰引领公共操练
　五、对伯林多元论的一个反思：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
　一、基督徒千疮百孔的政治参与史
　二、 “一体化的法学”叙述背后的正义一元论
　三、陷入“罗素悖论”的多元主义叙述
　四、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小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 “朱学勤困境”的法哲学分析
　一、专制极权制度的不道德与宪政民主制度的道德
　二、从“两种自由”的中庸到“两种道德”的区分
　三、政治生活中显性道德转变为隐性道德的几种路径
　四、转型中国法治与道德整全关系的建构与文明困境
正义一元论的多路径衍变：法治认同立体培育之分析，
　一、一元主导的多样格局：没有终结的历史进程
　二、主义信仰小共同体化：公共取向的理性过滤
　三、问题意识和层次意识：转型时代的法政思维
　四、当代法治的立体培育：司法正义的全民共识
市场自由、社会公正与司法正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正义一元论
　一、小共同体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法学家对社会学家的一段学术批评
　二、劳工阶层抗争与资本的文明化：公正评价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
　三、自主交叉性小共同体与公正的可落实：市场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互动
　四、何种法律体系最适合于市场经济体系：信仰法治正义一元论的政治原则
　五、宗教文化与市场选择的一种对应关系：为何我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
从民本想象到正义建构：中国现代性变迁的双重困境分析
　一、民本想象：古代中国的千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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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儒家体系：德性正义与自相似性
　三、司法正义：说是民本，看似人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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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怀疑，还要判断，还要有所作为。
世俗意义上的伟大价值从来都是可以而且必须被分解的，并且可以被量化和用以交换的。
否则，就不会产生可以不失去博弈机会而产生的节制以及可以被接受的妥协。
认真反思东方民族的困境与教训之后，我发现了“中庸性审慎与决断”这个复合型新概念，据此整理
出了“小共同体精神”的问题方法：顾全大局、深思熟虑、力所能及、循序渐进。
与某些激情澎湃的口号相比，由于继续贯穿了一种怀疑的精神与承担责任的决心，我当然喜欢这种内
省性叙述。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些文字，越到后面越回到历史与实证中去。
我想说，我仍然警惕某些个体结论，我不相信对几千年历史的简单的归纳与演绎能够告诉我们完全的
真相与真理。
我还想指出，与另外一些已被我否定的叙述相比，我只敢相信这些结论。
一方面我深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另一方面我折服于托克维尔、伯尔曼、斯金纳在历史叙述中所
得出来的结论。
这种专业的治学精神，在中国文明史上是至今难见的。
阅读《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立宪时期的那些思想家，如果
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却不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而展开的叙述。
就个体行为的演绎逻辑而言，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叙述，倾向制造道德群体的幻想，更是常常不符合
实证要求。
真正的学术不应该沉浸在政治正确和启蒙偏见之中。
当然，他们还会远离另外各种各样的民族性群体迷信。
我们要尊重他们这种独立思考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那么，他们一以贯之的实践、调查、阅读与思考的核心关切，究竟是什么？
作为苦苦思索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完成转型的中国人，我们究竟如何去继承（或者去批判）他
们的这种核心关切、思维方式与立宪技艺？
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必先确认一个根本事实：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公共交往，较之整个社会的实际
情况，总是相距甚远。
即便如此。
对托克维尔这个法国人来说，他就必须开创政治社会学。
发展比较政治学，在大洋彼岸通过田野调查，对比出法国的现状、问题与可珍惜之处。
这种实证精神，是绝大多数传统中国知识人所欠缺的。
由此导致，中国公共话语中，不仅根本缺乏超越性的关怀，而且基本缺乏在场性的技艺。
中华民族的幸福感和荣誉感，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可确认且难以操练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有相对美好的生活，整全的实证研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知识人的立身之方法。
并成为政府的公共决策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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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编辑推荐：超越性存在，如何使人平安地仰望；分权性秩序，如何使人
节制地生活；自主性社群，如何使人自由地迁徙。
个人主义促成自由吗？
多元主义体现宽容吗？
道德律促进个体高尚吗？
言行是道德的标准吗？
政教分离是政治文明的起点吗？
公民社会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吗？
英雄人物借着偶然事件改变历史吗？
摩西促成了以色列解放吗？
加尔文主张资本主义“天职观”吗？
多少勤奋之士苦苦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
作者以其系统研究与读者分享：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要了解社会正义
的基础和逻辑。
通过与中国式传统的对比，《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得出结论：一元性正义和多中心秩序，是人
类文明的根基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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