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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编者言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
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
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
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
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
反之亦然。
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　　平等、人权、
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
青。
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
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
　　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于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
选择继受，同时亦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
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
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　　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并
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
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
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丛刊”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
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
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裁不拘，包括专著、文集、译著和选辑。
经此劳心劳力，盼能涓滴汇流，聚沙成塔，增益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建设中国现代法制，最终塑育
中国人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或许，这也是当下法意的意蕴之一，而为编者馨香祝祷者！
　　　　　许章润　　2003年6月30日　　于清华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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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教授来华所作演讲及其他相关法学论文，并中国学者围
绕“德沃金法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而作的各种著述，裨资理解德氏学说，寄望于不同人文类型的法
意与人心之间能够达成“同情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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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常感谢大家。
诸位可以想像昨天和今天我是多么高兴。
这些天来我愉快地见到了许多有趣、迷人而又聪颖的人，而他们竟然在以我为讨论中心。
这种机会是罕有的，也是令人愉快的。
下周二我还会做一次讲演，所以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我今天要注意避免过多地谈及周二的话题。
我要谈的是最重要的问题，即在一个商业、传媒全球化不断加剧的时代，我们是否仍然认为东、西方
文化之间和中美之间在深层价值观上存在根本的分歧。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就此已经讨论了二三十年。
就过去两天来我对此问题的思考而言，我想告诉大家这种分歧被夸大了。
我相信东西方、中美之间更多的是相同之处。
同样，我也相信重要的不是去追寻分歧和差异，而是去发掘共同之处并予以解释。
我还相信法治观念是这种文化汇合的核心部分。
关于这一点我会加以解释。
我们共同拥有对法治的某种认识，或至少我们对法治有共同的欲求，这种欲求是我们谈论法治的基础
，稍后我将继续这一话题。
　　　　问：请您谈谈经济生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答：谢谢你的提问。
我想你的问题实际上有两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生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认为，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而且我认为，如果没有更多的个人自由，经济权利也无从谈起。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家的作用比思想家的作用强多少？
我同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我要加一句，我上了年纪后经常站错队，在美国的每个重大问题上都站错
队，而且是站在少数人的一边。
我觉得知识分子不必惊慌失措。
来日方长，最终思想是重要的。
康德曾经说过，思想最终要比枪杆子更重要。
康德本人便证明了这一点。
　　很幸运，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崇尚思索的地方，是知识分子相聚，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相聚。
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有好的思想。
我们忧我们之所思。
我们相互辩论，我们思索，然后努力将我们的想法告诉大家。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有起码道德的国家，都会有新闻工作者。
我们试图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观点。
　　确实，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知难而上。
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奋争。
这是我们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有特权的人。
我们过得很好。
没有报酬我们也会时常花钱做我们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们喜欢如此。
我们的责任不是自己有思想就行了，我们的责任是将我们的思想推向整个社会。
如果有人说，这样无济于事，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会有变化的。
　　　　我在探讨堕胎问题的过程中承诺我将尽力表明整体性在法律论证中应发挥的作用。
首先，我将简要地总结一下我在其他场合所着力阐明的关于这个争议问题的宪法地位的主张，而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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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一本正要付梓的有关堕胎和安乐死的著作中更详尽地论证这个问题。
我假定妇女调控自己身体的权利是一种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将在后面探讨这种宪法权利的渊源）
，因此，妇女享有堕胎权，除非她所在国家的政府有某种合法而重要的理由来禁止堕胎。
许多人认为政府的确具有这种理由，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这种理由。
　　他们指出，为了保护人类生命，各州必须将堕胎定为犯罪。
这的确是许多政府官员在法规序言、法律辩解和政治演讲中所表述的见解。
此外，这也是在罗伊诉韦德一案中持异议或以后宣称该判决有误的最高法院法官所说的各州禁止堕胎
的理由所在。
而且，即使那些支持罗伊诉韦德一案判决的最高法院法官和法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布莱克曼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发表罗伊诉韦德一案判决意见时承认，各州在保护他所说的“胎儿生命”
中具有某种利益关系。
他认为各州在保护人类生命方面的利益并未给各州禁止堕胎提供充分的理由，除非孕期超过6个月，
然而他也承认各州的利益体现在孕妇的整个怀孕期中。
许多人依赖的前提是危险而含混的，因为这里各州或许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或目的，每一目标或
目的或许都可以说成是保护人类生命，围绕着堕胎的法律论证和道德论证相混淆的主要因素就是忽视
这种模糊性所造成的后果。
考虑一下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禁止谋杀所可能具有的两种理由之间的区别。
首先，政府有责任保护其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权利和利益中首要的是生存的利益
和不被杀害的权利。
我将此称为禁止谋杀的派生理由，因为它预先假定并源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其次，政府有时提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禁止谋杀的理由。
政府有时宣称它的职责不仅仅是保护其公民的利益和权利，而且也包括保护人自身所客观具有的内在
利益或价值，且不说它对于个人整个生命或其他方面的价值。
我将此称为独立的责任，因为它独立于人们的权利和利益之外，而非派生于人们的权利和利益。
　　如果政府的确具有某种独立的职责保护人类生命的这种客观、内在的价值，那么政府所制定的禁
止谋杀的法律就同时服务于其派生的职责和独立的职责。
这些法律保护特定受害者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也尊重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
然而在一些案件中，这两种假定的职责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当某人希望自杀，因为他处于医生不能解
除的可怕的病痛之中，或当某位处于永久昏迷的病人的亲属终止病人的生命时，就出现这两种假定职
责之间的冲突。
在这些案件中，自杀或他人协助终止生命或许符合其生命终止的人的最佳利益，这正如他本人或亲属
所认为的那样，然而对许多人而言，这些行为似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故意的致死或同意某
位或许可以延长生命的人死亡都是对人类生命内在价值的凌辱。
在这些案件中，政府保护人类生命的合法理由是仅限于其派生的关注，还是也包括独立的关注，其结
果截然不同。
如果是后者，政府就有权禁止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人们认为死亡对他们而言是更好的归宿。
　　我们对政府为保护人类生命而可能提出的禁止堕胎的两类不同的主张作出鉴别：派生的主张和独
立的主张。
派生的主张预先假定胎儿已具有权利和利益。
独立的主张则非如此，尽管政府的确假定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在胎儿生命处于危险时已经存在。
人们将注意到我对这两种主张的描述并未涉及人类生命的开端，也未涉及胎儿是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个人”，因为这些神秘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我的描述的模糊性，反而使这种模糊性永久存在。
　　虽然科学家们对人类生命精确地始于何时见解不一，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在一般情况下，胎儿在
被孕育于子宫时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而且在胎儿是属于动物分类的人类一员的意义上，胎儿就是
人。
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或有机体的生命已经开始，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胎儿也具有政府基于
所承担的派生职责所应当保护的那种权利和利益，也不能由此主张胎儿具有政府基于所承担的独立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认真对待人权>>

责所加以保护的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
但是，当人们指出胎儿已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时，时常意味着他们提出了这两种主张或其中一种。
　　“人”是一个更具模糊性的术语。
人们有时采用这个术语仅仅是作为一种描述（此种用法多少与“人类”同义），它有时又作为道德分
类的一个术语，用以表明如此描述的生物具有某种有别于其他种类的特殊地位或重要性。
因此当某人说刚受孕的胎儿已经是一个人时，他的意思或许是指胎儿是人类而非动物中的一员。
或许他的意思是想表明胎儿不仅具有生命和属于人类，而且也具有某种特殊的道德重要性。
然而即使是后一种主张，在我所描述的方法中也是含糊不清的。
它或许是指胎儿已经是一种具有我们赋予人所享有的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权利和利益的生灵。
或者它指的胎儿已经是一种生灵，其生命具有任何人类生命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道德重要性。
因此，“胎儿是人吗？
”或“人类生命始于何时”等问题的提出并无助于澄清公众争论的问题。
人们最好尽可能避免使用那种语言。
我建议我们考虑各州是否能用我所描述的两种依据之一，即派生的依据或独立的依据，来论证其禁止
堕胎的立法。
　　　　知识分子总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理想主义者多有不满情绪，首先是对自己周边环境的不满
。
美国有些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不满胜过其对本国的不满。
这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美国这样的汉学家大多是工具，已经或将要沦为工具。
同样，一个中国人，热衷于批评美国，孜孜不倦地批评美国，那也是很奇怪的。
一般情况下，“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比较奇怪。
　　德沃金教授不是这样，他主要是对美国不满，尤其是对贫富差别不满，同时对中国的贫富差距似
乎也表现出一种忧虑。
但大师首先是对自己周边环境不满，对生他养他的美国不满。
何以见得？
每年德沃金教授有相当长的时间不住美国。
大师一级的人物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留学或游学是可以的，但不会久居他乡。
中国的文化巨匠鲁迅就是要回国，回国后住租界也要回国，病危后也死活不肯去苏联疗养。
米兰·昆德拉也是不肯离开祖国，捷克被苏联红军占领后他也不肯离开。
最后米兰·昆德拉顶不住压力，离乡背井去了法国，去了法国之后便再也没有扛鼎之作问世。
　　德沃金教授与美国诗人艾略特有许多相似之处。
T. S.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生在美国，后移居欧洲，最后在伦敦去世。
自1979年起，德沃金教授同时在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两地各半年。
德沃金教授的语言也有艾略特的痕迹。
德沃金教授说人生苦短，应该善待生命，不可浪费生命。
这里“浪费”的英文是waste，而艾略特的长诗《浪费的土地》的英文是The Waste Land。
长诗的主题就是至善和大恶，德沃金教授新著的书名也是《至上至善》（SovereignRights）。
大概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大师之间的心心相印。
　　人是很顽固的动物，从过去到今天，许多思想一脉相承。
影片《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欢迎。
再往上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捷克的《好兵帅克》，之前还有西班牙的《堂·吉诃德》。
　　同样，德沃金教授的法哲学思想与欧美传统的人文思想一脉相传。
德沃金教授鼓吹“唯一正确的答案”，而爱默生很早便指出，人与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和谐，
或是说应该有和谐。
唯一正确的答案便是寻找这种和谐。
确实，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不到这一和谐，我们经常找不到这一和谐，但这并不等于不存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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