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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曾沿着一条泥泞的山间土路，步行十余里，去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寻访一个旧
友。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便捷的通信工具，无法事先约定一个准确的时间。
因此，直到我走进那所简朴的校园，才知道，学校已经放假了。
运动场上，有两个嬉戏的孩子，他们告诉我，老师全都离校回家了，并给我指示了我的旧友居住的房
间。
我无可奈何，只好请两个孩子帮忙找了一张纸，我在上面简单地写了几句话，就把这张纸塞进了旧友
的门缝里，姑且充作一封自己送达的书信。
想必他休假归来，定会看到下面的字样：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题名为《寻隐者不遇》的五言诗，是唐朝诗人贾岛所作。
之所以书录此诗留给朋友，只是因为它特别契合我当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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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题为“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旨在凸显两种“美美与共”的圣贤气象，以及由此“
开”出来的两种“各美其美”的学术思想传统与政治法律实践。
表面上看，“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韵苏格拉底”分别代表了中国与西方，两者的关系主要是中西
关系。
但是，换个角度，其实也可以转换成为古今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孔子与苏格拉底作为隐喻，大致可以体现本书的一个基本旨趣：在中西与古今的
框架内，寻找中国法学的坐标。
作者纵论古今中西，视阈辽阔悠远。
文笔介于论文与评论之间，内容兼顾思想与学术之美。
厚重主题，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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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土，博士生导师。
已经出版的个人学术著作主要有：《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权力制
约的中国语境》、《论授权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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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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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两种理论主张虽然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本文的主题，都对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出了相应
的思考。
但是，在反复琢磨这两种主张之后，我发现，它们自身都包含着某些值得反省的理论盲点。
先看法治激进主义。
这种已经盛行了百年之久的庞大话语，它能够护佑西方法理在当代以及未来中国落地生根吗？
本文的回答是，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法治激进主义的理论内核，现在虽然跟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紧密地链接
在一起，甚至与后者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但是，它依然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虽然有几代学人的积极传播，现在甚至还有政府积极推进的“普法宣传”，但是，法治激进主义的基
本理念要成为中国普通公众洒扫应对的日常准则，还为时尚早。
譬如，当代的中国官员对西方法理的基本信条（民主、人权之类），不可谓不熟悉，但是，当代中国
的官场潜规则与传统中国的官场潜规则之间，显然有更多的亲和性。
再譬如，当代的中国民众对于法律、法院、法官之类的认知，显然与传统中国的“清官戏”更加吻合
。
回想汉魏六朝时期，也曾出现过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活动；那个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对佛
学造诣颇深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是，对佛教之真谛有确切理解的普通民众又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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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汇集的文字，是我最近四五年间陆续写成的学术思想笔记的一部分。
它们的体裁，介于论文与评论之间；多数篇什，与其说是俨然的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些个性化的学
术思想评论。
在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梦想：力图使学术表达具有一定的思想冲击力，同时，也希望为
思想层面上的阐释找到某些学术性的支撑。
我担心，没有思想的学术，虽然可以做得很精致、很工整，但却可能流于匠气与琐碎（象山所谓的支
离事业）；而没有学术的思想，虽然看上去很飘逸、很玄妙，但却可能不着边际、大而无当（庄子所
谓的屠龙技术）。
写一本书，能够兼具思想与学术之美，能够益人神智，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但是
，这个梦想一直悬挂在我心头。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把这本小册子题为“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别无深意，主要是想凸显两种不同的圣贤气
象，以及由此“开”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想传统与政治法律实践。
表面上看，“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分别代表了中国与西方，两者的关系主要是中西
关系。
但是，换个角度，其实也可以转换成为古今关系，因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孔子常常被归属于古代或
传统，苏格拉底则象征着今天或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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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要想成功地表现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浪漫
的艺术家可以使用艺术的语言，通过民歌演唱来实现这个目标；严谨的学者运用学术的语言，通过民
俗研究或人类学考察，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在这两种途径之外，负责的立法者运用法律的语言，通过法律创制，依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从表面上看，隐者的归隐是从朝廷返回到山林，是从政治返回到自然。
然而，究其本质，归隐是从外物返回到内心，是从他者返回到自我。
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归隐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走向这段“
渊深朴茂不可到处”。
因此，归隐的方向，不是向前，不是向后，而是向内。
归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人类未知的精神世界的探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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