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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四字，正是百年名校东南大学的校训
。
在历史上，东南大学曾经赢得“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美誉。
而今，她正秉承校训精神，不断追求，锐意进取，力图突破以往在理工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越形象，而
朝着以工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方向奋力前行。
1995年，东南大学恢复法学专业、成立法律系；2006年9月，东南大学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重建法学院
。
通过创办法学院并大力发展其他人文学科，东南大学正不断体现着集中华人文精神与希腊科学精神为
一体的“止于至善”的校训之理念，不达“至善”境界，永不止步。
东南大学法学院虽然恢复重建时日尚短，然而，东大法学却已历经百年淳厚学术传统之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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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决法的合法性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法律信任。
法律信任能够有效化解法律规范与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从而最终树
立起法律的至上权威。
法律信任不仅有助于解决法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解决现代普遍存在的社会信任危机的有效制
度保障。
    根据韦伯关于人类社会行动的动机理论，法律信任的构建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法文化要素、
道德要素和合理性要素。
本书主要围绕上述三个要素展开论述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法律信任构建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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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信任不同，信任结构中还包含着另一种元素，是介于知与无知之外的，不属于认知的范畴。
西美尔把这种因素称为“超理性的因素”，它更加类似于宗教信仰。
西美尔去世后，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一度销声匿迹，直到社会理论家卢曼的《信任与权力》一书出版
，以及学术论文《熟悉、信赖、信任：问题与替代选择》发表，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才再次成为学者
关注的焦点。
卢曼从一般系统理论和符号功能主义出发，提出了“复杂性”的重要概念。
他对信任的定义、信任与风险、信任的功能等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卢曼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任，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①“复杂性”是指通过系统形态开放的一系列可能性。
②随着社会的变迁，从系统外部来讲，表现为时空复杂性的增加。
从系统内部来讲，表现为无法应对的世界复杂性。
卢曼认为，只有人类能够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因而会想方设法去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
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复杂性，那就是“他我”的存在，“他我”的存在增加了复
杂性。
由于“他我”的存在，人类的环境变成了自己的世界。
在面对不断提高的社会复杂性的条件下，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出比较有效的简化复杂性的方式，这
就是信任，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需要。
与卢曼不同，吉登斯着重从现代性出发来思考信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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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当初我的导师为我选定这个论文题目的时候，我未经多想就答应下来了。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法律工作。
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中直机关的法律部门工作，从事有关立法研究工作。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转而从事法律教学和法律实践工作。
在长期的法律研究、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对于法律权威性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
法律的权威性到底来自于哪里？
当然，答案绝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家暴力这么简单。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即便是国家暴力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仅仅凭借有效的暴力手段来维护
法律的权威性。
离开了个体对于法律的内心尊重，法律的权威性即便能够建立，也难以持久。
个体对于法律的内心尊重，事实上就与法律的信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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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信任:法理型权威的道德基础》为东南大学法学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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