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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自治理论的流变: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试图从法律的自治性与法的现代性问题相
结合的角度研究法律自治理论的流变，并主要回答如下四个问题：现代法律自治性的理论依据、特别
是社会理论依据何在？
法律的自冶性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并因此又如何融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卢曼等当代法律理论家面对后现代法学对法律自治性的挑战又是如何重建法律自治理论的？
在当下“后现代的复杂社会”，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法律的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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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书将在思想史的考察中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将这种纵向的思想史考察贯穿起来。
为此，本书将主要采取如下两个理论步骤：首先，本书将站在现代性的高度来定位和理解法律的自治
性，不仅将其视为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也将其作为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核心论题加以把握。
其次，本书还将考察从韦伯经后现代法学到卢曼等法律自治理论的思想演变，即以法的现代性问题为
线索，以韦伯对现代法律的社会理论建构为起点，以后现代法学对法律的自治性的解构为中介，以卢
曼和马克·范·胡克（Mark vanHoecke，1949～）等对法律自治性的重建为终点，系统考察西方法律
政治思想的演变。
 四、论题限定与结构安排 （一）论题的限定 囿于篇幅且为了使本书论述更为集中，笔者仍有必要就
本书论题及研究思路做若干限定： 第一，本书所谓的“法律自治性”将主要探讨一国法律系统相对于
一国其他社会系统的自治性，而不讨论一国法律系统相对于他国法律系统意义上的法律自治性。
按照比利时法学家马克·范·胡克的观点，法律的自治性至少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指一国法律系统
（legalsystem）相对于他国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或自治性。
其二是指一国法律系统相对于其他社会系统（最典型的如道德系统等）的自主性。
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这两个向度的自治性似乎呈负相关的关系，即为了强化法律系统相对于道德
、政治或经济话语（或系统）的自治性，一国法律系统必然要向他国借鉴法律语言、法律式样和法律
论证，但这样却使得各个法律系统之间不得不相互依赖而丧失了相对于其他法律系统的自治性。
但是，由于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著名的法律自治理论多关注的是一国范围内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
如道德、政治、文化）的自治性问题，因此，本书的思想史考察也将主要探讨一国法律系统相对于一
国其他社会系统的自治性，而不讨论一国法律系统相对于他国法律系统意义上的法律自治性。
 第二，本书将主要从社会理论视角（确切地说，是“法与社会理论”的视角，即相对于法学理论视角
的“外部视角”）以法的现代性问题为中心来进行思想史考察，而不拟从法学理论的“内部视角”来
考察法律的自治性问题。
按照高鸿钧教授的概括，“法与社会理论”的视角的特点在于：其一，它从法律之外观察法律的现象
和特性，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和要素的关联互动中分析法律的地位和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探
索法律的产生和命运。
与内部视角相比，这种外部视角以广阔的视野，更充分地展示了法律现象的复杂性，更真实地揭示了
影响法律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更深刻地指出了法律的性质、功能以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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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自治理论的流变: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讲术字现代法律自治性的理论依据、特别
是社会理论依据何在？
法律的自冶性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并因此又如何融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卢曼等当代法律理论家面对后现代法学对法律自治性的挑战又是如何重建法律自治理论的？
在当下“后现代的复杂社会”，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法律的自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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