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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本人1970年4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所作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
在修订、扩充成书过程中，我把那些起初看起来适于听而不宜阅读的资料性的非正式文体保留了下来
。
结果，在整理成书时，讲演这种格式给我带来了未曾预料的麻烦。
首先，讲演者出于对听众的考虑，自然要试图使自己的陈述尽可能简单，而不是复杂化。
他要避免使用修饰、精炼的语句，以及附加阐发。
尽管这些加工可能很切题而且会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却可能给听众造成极大地混乱。
其次，讲演者也受到时间的限制。
不管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实际需要多少小时，他也要每次必须在50分钟内讲完。
因此，当讲演稿印行出版时，那些未纳入讲稿的材料没有理由不被重新采用。
在为成书而努力之时，我发现原稿不再适合我所预计要增加的众多补充。
由于不愿纠缠于已有的内容材料并决定从头做起，我找到了一个不知是否确切的权宜之计，即把那些
不适于纳入书稿的东西，放在松散而自由的注释之中。
我一贯认为，作者应该在正文中阐发他的思想，而注释只能用来容纳证明材料。
然而，由于上述原因，我已不幸地不时违背了这条有价值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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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对我们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了，的确如此，这决无任何争论的必要。
契约死亡运动的倡导者们接着说，契约既已死亡，自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法学院的学生们也不应再去完成有关约因理论的那些古怪的作业了。
死亡事实既已确定，法学家就应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
据说，他们应该观察当前的景况，并记下自己的观察所得；他们应致力于社会学的分析，而不是历史
的或哲学的综合。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反对他们的目标，也并非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感兴趣。
  　描述你听见的一切无疑是很有用的练习。
它能练就你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精辟的分析能力，并使你的叙述明畅而清晰。
因为并非任何一个律师都能准备、完满地把一桩复杂的案件陈述清楚。
而当你做到了细心观察和描述事物时，你自会获得一系列的材料。
然而，“独木不成林”，它们本身若不和其他材料发生联系，就毫无意义。
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事物，或消灭、或重组成或向其他相反的方向蜕变，总之，永远处于变化状态之中
。
而且，这些变化不易觉察。
处理这些材料，律师和我们一样感到棘手。
经济学家可以套用固定的模式来解决问题，法学家则不行。
既然眼前的一切会很快成为过去，而未来又难以捉摸，那么在设计我们的行动路线时，最好的向导当
然应该是我们亲自体验的那些知识。
但只有将现在的知识和以前的知识相比较，穿越时间的迷雾，那些有关最新材料现时状态的最有活力
又最全面的知识，才会对我们有意义。
当然，最乐观地看我们对过去并无全面的了解。
　　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不管我们可以收集、陈列多少种仿古制品，我们却没有人会用罗马时代的律
师、中世纪的陪审员或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可以肯定，我们今天的观点，必定会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产生曲解。
因为我们不是科学家，甚至还算不上社会科学家。
但对此我们却不必过分沮丧，倒应积极地予以思考。
　　　如果说在19世纪契约的存在和发展确是事实，而在此后的50年里又渐趋死亡并已奄奄一息的话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便是：约因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该问题的所有情形以及与此相
关的各种问题，我都将在这里提出并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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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卫东于195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正教授。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辑委员、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法律与政治。
其主要学术成果如下：《法治秩序的建构》；“从边缘到中心：二十世纪美国的‘法与社会’研究运
动”；“作为物语的物权——二十世纪中国的财产法的变迁”；“中国审判中的实证规范与个人意思
”；“法治与选择”；“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法律试行的法律反思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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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约因的新思想是由霍姆斯提出来的。
在此，我们不妨从其有关《契约要素》的讲演中摘引几段：“据说，任何源于承诺人而授之于要约人
的受益和任何加诸承诺人的损害，都可以成为约因。
而且据称，每个约因都常常属于后一种情况，‘损害’这个词因而也就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含义⋯⋯
而我对此一直没有在头脑中形成充分的认识。
因为当一件相同的事涉及到不同的具体当事人时，它可能并不总会成为约因，有时它是约因，而有时
又不是⋯⋯⋯⋯将仅仅来自于文件契据上的损失确定为约因很难说是合理的，除非当事人对此早就有
所约定。
在很多场合，承诺人可能会招致一份损害，但却不能将此损害作为约因。
损害仅仅是当事人履行契约的一个条件。
例如，A向B作出允诺，若B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则他将向B支付500美元。
一般认为约因不能与动机混淆。
确实，在实际行为当中约因绝不能与行为表面的或主要的动机相混淆。
某人可能为获取500美元而答应作一幅画，而他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得名声。
事实上，约因的给予或接受仅是为了使一个承诺有效。
但是，从协议的角度来看，为提供约因而给予或接受的动机或诱因是约因的本质。
对双方而言，约因与承诺之间的互惠诱因关系是决定事物（指契约）的主要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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