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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號本刊發表了著名法

學家伯爾曼的訪談錄，他提出

新的世界法正在形成。此後不

久，中國駐南使館被以美國為

首的北約飛彈摧毀，引發北京

等多個城市民眾抗議美國霸權

及侵犯中國主權的示威。「主

權與人權」是政治學、法學和

國際關係學必需面對的現實和

理論問題。今年稍後，本刊擬

請不同學科的學者就此專題發

表意見；而今期本欄，已有這

方面犀利短小的議論。

——編者

西方法律在新世紀的機遇

剛剛讀完伯爾曼的大書

《法律與革命》，就看到4月號

貴刊（第52期）對他的訪問，十

分興奮。很想知道這位當代法

的社會理論大師是如何循W十

幾年前的言路，來論說新的語

境下西方法律的問題。在伯爾

曼看來，西方法律傳統的危機

源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興

起，以及福利國家和公司國家

的湧現，那麼隨W冷戰的結

束，這種危機得到緩解，還是

繼續加強？在答問中，伯爾曼

顯然更願意強調「危機」的另一

重含意——「機遇」，此機遇建

立在日益密切的跨國經濟活動

和全球社會交往上，並可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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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世界社群和世界法律。

我不能不說伯爾曼太樂觀了。

且不論全球一體化是否可能，

也不說法律表達和法律實踐實

際存在的距離，單就伯爾曼的

「世界法」構想而言，跨國經濟

活動的不平等關係和全球社會

交往的強弱碰撞，必然使共通

的規則面臨W「在地化」的難

題，進而追問「何種規則？誰

的法律？」科索沃危機證明，

人權並不能成為伯爾曼所說的

政治權威的法律之上的依據。

面對全球的弱勢社群，必須尋

找新的「世界法」的基礎。這種

法律應該像伯爾曼在《法律與

革命》中描述的，人們可以運

用它來挑戰流行的政治和經濟

制度。在克服西方法律危機，

也即西方文化危機的努力中，

「革命」的作用仍不可小視。這

恐怕是伯爾曼的著作和答問給

我們最大的啟示。

羅崗　上海

99.5.13

建立常識理性之難

《二十一世紀》4月號金觀

濤、劉青峰的〈新文化運動與

常識理性的變遷〉，以「常識理

性」看五四，太好了。五四之

弊，是低估「常識之難」，跟傳

統派一樣，以為從某處（西方）

拿「常識」回來號令天下，便成

五四諸先賢。幾無一人較為全

面、深刻估計到「中國（傳統）

常識」與「世界（現代）常識」之

間的千年距離有多大、多深。

傳統以「常識教人」，五四也要

以「（新）常識教人」。到文革，

一脈相承，未立新常識便以新

常識教人。

八十年前，「只見有無數

寄生之物，不見有獨立之人

格」；八十年後，又如何？還

不一樣？！中國官員、百姓、

學術人士，每天一早仍在「辨

風向、辨調子」。即使香港這

片自由之地，九七前「政府不

干預」是顯學，言無不「不干

預」；九七後「政府趕絕」是顯

學，香港學者有自由、有物

質、有資訊，但仍依附權勢。

從中國的經驗，可見建立

「常識」之難。香港建立常識近

乎無痛，但一個現代常識的體

制交給中國人自己管，卻見中

國人（香港人）操作「常識」體制

之難。中國能完成這轉型嗎？

能過這關嗎？

洪清田　香港

99.5

政治改革與道義外交

1989年5月，北京以及各

地的大學生以及巿民舉行了規

模浩大的遊行，要求懲治貪官

污吏和進行政治改革，主張以

制度化的方式實現自由、民主

和人權。當時社會上充滿了對

美國式的社會正義的嚮往。

十年之後，在1999年5月，人

們看到的是學生遊行隊伍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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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華使領館，義憤填膺地

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

大使館。

反差如此之大，諷刺如此

之深，不能簡單以中國政府操

作或者民意無常來說明。我認

為，造成這種歷史大轉換的原

因在於人權、主權以及霸權的

三元互克關係。在現代化過程

中，國家通過排除地方或身份

的共同體等中間性權力關係而

獲得了絕對的主權。而從共同

體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卻不得

不直接面對強大的國家主權，

很難逃脫國家權力被濫用的威

脅。在這種情形下，為了限制

主權的濫用，當然需要法治主

義和人權。的確，限制國家權

力需要人權。但是，靠甚麼來

限制絕對霸權？僅靠人權就足

以保障霸權不被濫用嗎？非

也。世界法治秩序的建立只能

建立在主權平等和國際民主的

基礎上，因此，為了限制世界

霸權的濫用需要保障主權。但

是，在國內不斷侵犯人權的主

權國家，也有可能以抵制霸權

為藉口來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

護。這就是我們在紀念「六四

事件」十周年之際所面臨的極

其複雜的局面。

為了解開這個連環套而使

中國進行正確的公共選擇，這

�我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在

國內進行政治改革，加強對人

權的制度性保障是一回事，而

在國際社會反對霸權，維護主

權的尊嚴是另一回事，這兩個

不同層次的問題應該也有可能

分開來討論。第二，人權外交

既有「兩重標準」、擁有霸權的

國家借以干涉他國內政等問

題，但畢竟是道義外交。對付

道義外交的辦法只有兩種：

（1）國家權力必須保持自己的

道義性，在人權保障方面不給

霸權留下干涉內政的把柄；

（2）也開展道義外交，指出霸

權的非道義性，並建立自己在

道義程度上的優勢。當然，也

需要輔之以實力外交。但是，

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則只會犧牲

民族的長遠利益。

季A東　神戶

99.5.13

重建具有合法性的國際
秩序

最近被「誤擊」事件搞得心

神不寧。「誤擊」事件使我感觸

最深的是，生活在不同文明社

群中的人們相互之間對話的困

難，理性交往的困難。國際政

治歷來基本是在「無政府」狀

態與「霸權」狀態的交替中展

開。傳統的國際政治理論主

張，只有在「霸權」狀態下世界

才是相對有序的、安全的。但

二戰後反殖民運動以來，舊有

的國際秩序的正義性遇到挑

戰。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的

新局勢下，過去虛擬性的「國

際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實質

化」。因此，如何重建具有合

法性的國際秩序無疑是二十一

世紀最為緊迫的問題。其中的

關鍵是如何將自由民主原則運

用於國際社會，而這個建構過

程無疑要通過跨文明、跨國界

的複雜的鬥爭和對話才能推

進。

劉擎　溫哥華

99.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