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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写得如何，要看作者的资质和功力。
书的内容是不是有趣，思想是不是深刻，须要读者去判断。
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最无存在必要的便是作序的人了。
明知如此还要去扮演序人的角色，固然是因为不愿拂作者的美意，编者的职责也让人觉得不好推托。
    理由虽然有了，仍觉得下笔困难。
写些什么呢?不能画蛇添足，也不要强加于人，却要言之有物。
难。
古人云：知人论世。
又云：文如其人。
读其书，知其人。
了解了人，书的意思也更明白了。
就说说人吧。
    本书作者於兴中博士属于文革后上大学的这一代人。
上学前下过乡，大学毕业后不久便留洋，一去十数年，或读书，或教书，或从事研究，一直寝淫于西
洋法律思想和学术之中。
虽然，中国经验在他身上早已深入骨髓，不能忘怀，而他也自觉运用这一文化资源去观察、体认和思
考，成就了一种兼容并包、平衡折中的理性批判立场。
比如，他欣然接受人权观念，同时也指出权利观念以外其他人类价值的重要性。
又比如，他肯定法治所代表的基本价值，但又指出法治秩序的局限性，认为法治要与其他文明秩序互
补才能成就更加理想的社会生活。
再比如，他一方面认可和接受现代性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对后现代思想又有同情的理解。
    本书的文章分作四个部分，大抵由广而狭，先谈文明架构下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继而讲法律的理论
与学说，再谈运用法律的技术，最后谈到香港法律制度。
这种安排不只表明了作者十数年来用心之所在，而且反映了作者的生活经历。
作者曾经对法律与文明秩序问题思考良久，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法理学算是作者的本业；法律解释和推理是他在一些大学讲授的内容；而香港法律制度进入他的视野
，应当与他后来在香港的大学任教有关。
    了解於博士的人都知道他性格沉潜，为人敦厚。
二十多年问，於博士出入学府，辗转东西，称得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惟述而不作，疏于著述。
只是近几年与国内联系较多，因朋友之请或者会议之约，才陆续写了一些长短篇什。
这些文字也像其为人，轻描淡写，不事张扬。
作者不作长篇之论，但是厚积薄发，举重若轻，让我们在一窥学术与思想堂奥之时，也得享阅读的乐
趣。
    可能有读者已经在其他地方读到过本书中的一些篇什，但是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却还是第一次
。
而有机会将本书列入“法律文化研究文丛”出版，并藉此把作者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则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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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一、简介中国学者们深感所处的环境太富于人治色彩，渴望有一种高于
或优于人治的理想社会，因此对法治产生了无限遐想。
从现有的大量讨论法治的文字来看，人们基本上假定法治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
对于法治的弊端，似乎还没有作过应有的反思。
由于走上追求法治的道路是无数有识之士艰苦努力的结果，目前要在中国对法治进行一番批评，实际
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虽然我们深信法治是国家的灵魂，自由的管家乃至正义的化身，但也不应该忽视了法治也可
以仅仅是一种理想或者一种意识形态。
本文打算通过对一个至今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层面，即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
探讨，指出法治的若干弊端，以供有心的学者和法律改革者参考。
文章的基本看法是，法治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决不是最理想的或唯一的选择。
从所谓人治／德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其实没有走很远，仍然是从一元的社会走向另一个一元的远非理
想的社会。
由于强势文化和二元认识论的限制，这一简单的事实却难以为人们所认识。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理论探讨，以寻求更为理想的社会安排，而不应该仅仅热衷
于法治，从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多种可能性。
为了便于讨论，一开始对法治的概念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可能还是有必要的。
因此文章的第二部分将给法治下一个我认为确当的定义并对目前中国的法治情结略作评论。
第三部分探讨强势文化的含意。
第四部分将讨论所谓二元认识论及与之相适应的普遍主义的认知方式。
第五部分作为结论指出对法治的追求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更理想的社会安排的想像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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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集在这本册子里的，大多是我近年来应朋友之邀撰写的小文。
青年时代，我非常想把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后来读书多了，发现想说的话别人早已说过了，便不
再热衷于发表。
来香港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发表一些东西，加之有些朋友编杂志，盛情邀稿，就写了一些
文章，散见于国内外的一些刊物。
有朋友建议我将这些东西收集成册，这样读者会对我的想法有一个较为集中而具体的了解，是为成书
之故。
在此，我要感谢治平兄对此书编辑出版的支持，并将其收入法律文化研究丛书。
也感谢在写作这些文章时给予我宝贵支持的各位朋友同仁，尤其是高鸿钧、江山、许章润、吴玉章、
葛洪义、朱景文、信春鹰、夏勇、沈远远、郑文龙、罗金义等各位朋友。
本书中几篇有关法律推理的文章的写作曾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要感谢张乐伦女士的支持。
这些文章虽然写于香港，但很多想法都是在哈佛读书时形成的。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安守廉教授对我的一贯支持。
没有他的帮助，我是无法在哈佛完成学业的。
感谢我兄于建中对全书作的原始编辑工作。
也感谢林怡之和张雅楠女士在汉语输入上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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