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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耶克法律哲学》这部专题性的研究论文集，主要收录了我近年来有关哈耶克法律哲学的四篇研究
论文和我认为有助于读者理解哈耶克法治思想的三篇文字，其中有一篇是翻译文字。
实际上，早在1987-1988年哈耶克思想透过一些域外学者的引介而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的时候，我已开
始阅读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一书了，此后又断断续
续地研读了哈耶克所撰写的一些论著，但是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
我真正下决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大概是在1994年下半年，并在翻译哈耶克的名著《自由秩序
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的过程中研读了哈耶克的绝大多数论著和一些被公认为重要的研
究哈耶克思想的二手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专门研究。
从1995年着手翻译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并开始研究他的理论到今天，大约8年了，而最有收获
的则是我从1998年开始自己实施的“学术闭关期”。
在这长达5年的“学术闭关期”中，我基本上婉言谢绝了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邀请以及学术期刊和出
版社的约稿，只是在永远的“未名斋”中静静地享受阅读、思考和翻译带给我的心智快乐和挑战，当
然我也从偶尔与好友的交流中获得了许多激励。
在这8年中，我先后翻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法律、立法与自由》
（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
当然，在翻译哈耶克论著的同时，我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哈耶克社
会理论的研究》、《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
评注》以及本书收录的四篇专门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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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我来说，最富启示性的发现之一就是，越趋近西方，亦即越趋近自由制度依然比较稳固、信奉
自由信念的人数依旧相对众多的国家。
那里的人们越不真正准备对他们自己的信念进行重新考察，越倾向于作出让步或进行妥协，也越倾向
于把某种他们所知道的自由社会的偶然历史形态视作一种终极标准。
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那些直接经历过全权式政制(a totalitarian regime)的国家抑或在那些类似全权式
政制的国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从这种经验中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了自由社会赖以实现的条件和自由
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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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正来，1956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政治学和法
学博士生导师。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资深访问教授。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侧重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研究。

   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中国法学
向何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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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编著有
《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法律史解释》、《民主、
宪政、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哈耶克论文集》、《个人
主义与经济秩序》、庞德《法理学》和《政治学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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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哈耶克法律哲学》代序／邓正来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
理论的研究　一、引论： 参照架构的设定与论述框架　二、哈耶克建构法律理论的内在理路　三、哈
耶克对“社会秩序规则一元观”的批判　四、哈耶克对“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建构　五、结语： 
哈耶克法律观点的启示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　一、引论： 问题的提出与
分析路径的确立　二、哈耶克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　三、哈耶克法治国的建构理路　四、结语： 值
得注意的两类问题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　一、引论： 本文的主旨
与论述安排　二、哈耶克法治理论建构过程中的转换　三、哈耶克法治理论中的一般性原则问题　四
、哈耶克法治理论进行转换的缘由　五、结语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　一、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和
时代诊断　二、无知、自由与秩序： 哈耶克的“答案”　三、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可能启示附录　关于
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答问录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　——哈耶克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书名辨　哈耶克论法治／迪雅兹（Gottfried Die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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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一、引论：参照架构的设定与论述框架 就当下中国学
术界所侧重关注的问题言，各种形式的“法律移植论”与“法律本土论”之间的潜在“论争”无疑构
成了中国主流法律理论中的一个长期的核心关注点：前者所主张的主要是将西方法律传统中“有益”
的东西经由立法而纳人中国的法律制度之中；而后者则主要主张将中国各种传统中“有益'：的资源经
由立法而融人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之中。
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将在所谓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现代性论辩架构中继续成为中国论者的关注焦点
，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论者只要在中国未被认为是现代法治国家之前就不得不在“现代国家即
法律统治国家”这个主流话语的支配下直接面对依凭何种资源建构中国法律制度这个问题。
 我无意否认这个问题在“现代化中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语境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严肃的学术对
话过程中所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因为它毕竟还涉及一个更为一般的知识时空性与制度建构的认识问
题，但是我还是必须指出，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因这两种论说处于“论争”状态而忽略它们所具有的一
个共同的思维趋向，即它们都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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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耶克法律哲学》这部专题性的研究论文集，主要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有关哈耶克法律哲学的三篇研
究论文和作者认为有助于读者理解哈耶克法治思想的一篇翻译文字及一篇答问录，当然还依例收录了
一份或许对读者有所助益的有关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英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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