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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为深入和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及知识增量，本书围绕“法律与社会的
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对卢曼法社会学理论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
本书从卢曼对有关社会系统一般理论之建构的基本立场出发，基于其对现代社会高度复杂性情形下功
能分化的观点，分析了卢曼法社会学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侧重点及内在的理论转换，并对有关该理
论的批评和质疑进行反思，总结了这一理论所体现出的创新之处以及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
所可能带来的启示。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卢曼通过结合系统理论、沟通理论及演化理论，经由开放系统观向自创生系统观
的转变，建立起一种功能主义的、多向度、多维度的法社会学理论。
该理论强调法律对于社会所具有的特定功能、法律与社会其它领域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及其在互为环
境的情况下所可能形成的复杂互动、以及法律在不同维度上所同时具有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其意在提
供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法律所具有的复杂性的理论界说。
这一理论突破了原有法学研究中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间的对立，将法律的自主性和法律与社会的关
系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和理论视角，能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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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健荣，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法社会学。
自2004年至今，已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法理学论丛》、《河北法学》、《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政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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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卢曼将道德系统视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系统。
它以善／恶（或好／坏）为符码，并进而表达出对人的尊重或蔑视。
与其他功能系统一样，道德系统的边界即由这对二元符码来确定。
也就是说，“若人们同时以好坏这两个符码值来指向尊重与蔑视，并且尊重与蔑视在此是关联到作为
整体的个人的话，道德沟通就出现了”。
①这对符码具有普遍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可以用它们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评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道德的符码来取代法律的符码，善／恶（或好／坏）与合法／非法并不必
然是一致的，所以他才说，合法／不合法的符码为不道德的行为留出了广阔的存在空问。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道德沟通具有普遍的关联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同一事件的道德评价就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道德评价是多元的，因此它也不可能替代要求唯一答案的法律系统的符码。
用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尽管善／恶（或好／坏）的符码可以普遍适用，但是如何分配正值与
负值的程式却不是普遍的。
 卢曼由此批判了那些在关于法律的合法性的讨论中，认为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否则就不
能被称为法律的观点。
他认为这种判断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在一种普遍的道德共识，或者说这种关于道德共识是可以
达致的。
而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共识只是一种虚构。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中心、多脉络的社会，因而道德观念也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社会里对道德使用的特征似乎在于，二元符码虽然持续不断地被使用着，但是人们在纲
要这个层次上无法再假设共识存在。
无论如何，在关键情况下——在这些情况下，道德是值得人们清楚地当作沟通形式来用——是无法假
设共识存在。
”①他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最后的理由”，因为这种所谓的最后的理据“本身会一直破坏自己，这
是起因于它在它所要关闭之处开启了通往其他可能性的入口。
当我们观察这件事时，我们会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奠定理据是一个吊诡作为，这个作为依旧必须以
某种的不诚实来实现自己”。
②也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法律必须符合于某种道德观念的看法并不能真正解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
系。
 尽管对法律的道德批评总是可能的，但是道德不可能要求法律在每一个案件中服从。
道德评价不能导向即刻的法律后果，否则所有道德上的争论都将在法律系统中一直存在。
因此，法律与道德，在卢曼看来，必然是分离的，它们有各自的符码，有各自的逻辑。
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无视道德，而只说道德沟通不能取代法律沟通，道德沟通也有可能形成
对法律系统的激扰，从而引起法律系统的某种反应，但是这必须是在二者的运作封闭的基础上进行的
。
 那么，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否也存在如法律与政治、经济间那样的结构耦合呢？
卢曼并没有直接论及这个问题。
但是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无论是法律系统还是道德系统都涉及对某些共同观念的诉求，比如“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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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杜健荣编著的《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中心)》围绕“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核心问题，对卢曼法社会学理论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
本书理论突破了原有法学研究中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间的对立，将法律的自主性和法律与社会的关
系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和理论视角，能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