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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中国遭遇西方以降，作为相对”西方”的非西方，我们开始走上救国图强的道路。
百年来，由于将”西方”等同于”现代社会”，并将”非西方”的中国归于”传统社会”，所以”中
西”问题与”古今”问题勾连在一起并形成了所谓的”中西古今”问题，进而成为我们从”传统社会
”迈向”现代社会”这一线性社会进化进程——亦即”现代化”进程——的时代主题。
其间，在我看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质上是：在避免被沦为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经济的
、文化的等）的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民族之自主和国家之强盛?无论
是”中体西用”之说（张之洞），还是”西体中用”之论（黎澍和李泽厚）；也无论是”西化”之言
（胡适和陈序经），还是”化西”之语（牟宗三），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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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
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
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
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
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
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
图景”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的前提。
    世界结构构成了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
于是，我们在审视“中国问题”时必须建构一种“关系性视角”。
以此视角观之，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结构”，对其未来发展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是根
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双重性。
这就使得中国的问题不再是“发展中世界”、“第一现代世界”和“第二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世
界”的问题，而是上述三个“世界”合成的问题。
因此，中国法律哲学必须经由“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去重新定义中国，同时建构起
“主体性中国”，并据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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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第一章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
——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的分析和反思第一节前提性讨论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论者热烈探讨全球化问题的时候，中国法学界的论者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
与其间，并且从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层面对全球化问题予以了关注和讨论。
对于中国法学界给出的“全球化论辩”，一些法学论者也做出了概述和分析，并且认为这场讨论主要
是围绕着他们所宣称的“法律全球化”这个问题展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对既有的“全球化论辩”所做的概述和分析中，流行着一种我所谓的为各种法
科教科书所主张的“四步骤套路”。
就这里的问题而言，这种套路的具体展开便表现为：第一，介绍和描述以周永坤等论者为代表的那种
赞同“法律全球化”的论说；第二，介绍和描述以沈宗灵、罗豪才等论者为代表的明确反对“法律全
球化”的论说；第三，介绍和描述以朱景文、公丕祥等论者为代表的对“法律全球化”持折中态度的
论说；第四，根据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全球化”的这三种论说，指出自己的观点及其所属的阵营。
这种“四步骤套路”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就本章的论题而言，其中最为凸显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它通过把相关的观点全都统合在“赞同”、“反对”和“折中”这些具有鲜明立场的阵营之中
，不仅遮蔽了各种观点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而且还把一些原本开放的观点变成了封闭的观点；当然
，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一些讨论“法律全球化”问题的文章本身就是在表态这个事实紧密相
关的。
第二，由于这种套路所强调的是态度或立场，所以它一方面使得我们看不到这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在具
体理论问题上的争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不再去追问这些争辩本身是否具有理论意义。
比如说，这种套路使得我们根本看不到中国法学论者并不是通过表态方式而是在常规论证过程中所开
放出来的“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却为
“法律全球化”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意义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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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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