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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自 19世纪末以来 ,转型一直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从君主专制政体

下的“老大中国 ”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 ,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从独断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 ,从“独立自

主 ”向“与国际接轨 ”转型 ,从精神狂热、本能压抑的禁欲时代向伦理颠覆、万象众生的开放时代

转型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历经一个多世纪 ,中国一直处于历史大转型的进程中。

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 ,是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自 19世纪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之

一就是中华法制传统的断裂 ,代之而起的是西方化的法律制度。清末修律 ,开启了中国法律改

革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 ,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 ,中国的法律改革又进

入了一个高涨时期。纵观其整个进程 ,无论是为图强而变法的清末修律 ,还是为实现“与国际接

轨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 ,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过程。而这也为当今世界

上其他转型国家的法律改革历程所印证。不管是拉美国家 ,还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转

型社会的法律改革似乎都是通过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来改革本国相对落后的法律制度 ;通过

顺应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来改造不适应市场社会的本国法律文化 ;通过融入西方主导的国

际规则体系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法律转型。

但是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 法律改革是否只能是并且必然是对西方现代

法律的移植 ? 法律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又在哪里 ? 应当从哪些视角和情境下去考虑法律改

革 ? 法律改革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 循着这一向度追问下去 ,我们将

视点落在了法律援助制度上。

法律援助制度 ,因其涉及到国家负有保障公民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责任 ,政府承担的反

贫困责任 ,公民享有的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以及国际公约中关于保障司法人权等诸多重要内

容 ,故而建立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各转型国家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转型国家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也集中呈现了上述涉及法律改革的诸多焦点问题。

据此 ,我们选择将法律援助作为一个横断面 ,通过在这一具体的制度中理解社会转型、法律改革

与规则制度建构的内在关联 ,揭示出其间的张力 ,关注法律改革中的制度建构和群体建构 ,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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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探讨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发展问题。在转型社会及法律改革的背

景下考察法律援助 ,我们试图透过法律援助这面棱镜探求法律改革这一理论的主题。

另一方面 ,选择法律援助这个横断面 ,还在于我们所倡导的关注外部世界的研究态度。基

本上 ,在大多数中国的法学家们看来 ,法律援助都不算是一个理论问题 ,只是个制度构造、实施

的实务问题。而在像法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领域中 ,理论占据着最高统治地位。我们已经太习惯

于用一套时髦的理论来谈论所有的事情 ,如解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博弈论、种族批判理论、

批判法律研究等等。许多理论丰富了学者们的思想 ,但却难以让外界理解。在学术界以外的人

们看来 ,我们好像远离了许多事件本身 ,只是在冷淡地评论对错和好坏 ,我们被讽刺为远离世

界、甚至远离旁人而空谈。

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是我们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和内向型的理论研究态度。自 20世纪初 ,

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过程 ,就是一个理论家们不断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概念的过程。最起

初是引进了科学、民主、理性 ;然后 ,又引进了革命、理想、工农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 ,我们重新

开始思想启蒙 ,进而引进全部的西方哲学著作和理论 ,以及各种各样的概念。于是 ,学者们就在

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概念之中强调自己的专业化 ,并且从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中借得关于中

国的“问题 ”和“意识 ”,继而得出种种先验图式的思考和方案。但是 ,转型中的法律改革从根本

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 ,不是理论家坐在书斋里就能够解决的 ,这需要我们更直接地立足于外部

世界。选择法律援助这个主题的真正动机是想理清在法律改革中 ,法律援助是如何被构建和实

施的 ,而这种构建方法将为法律改革在转型社会中成长的潜在批判提供样本和理论解释。因

为 ,无论如何 ,如果不能将理论发展到具有放大镜式的聚焦能力 ,不能对现实给予聚光灯式的观

照 ,那么 ,所有这一切都只会是半瓶子醋 ,告诉不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说 :“对我来说 ,中国是个谜 ,但是它却玩得转。”中国的转型 ,

实际上已经使许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失去了意义。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最大的市场 ,中国的

经济转型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也发生了转型。而与此同时 ,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前所未有

的实验场 ,也正在为人类的智识发展提供巨大的样本。那么 ,这一超乎想象的“谜 ”能否为我们

的智识所把握 ? 这需要我们到真实的世界去体验 ,因为经验能够使人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如今走在中国的城市中 ,最常见到的一个汉字就是“拆 ”。这个字刷在墙上 ,大多是工头的

手笔 ,大大的 ,大多歪歪扭扭 ,但却极其醒目 ,字的周围有时还画个圈 ,或打个叉。这个景象看起

来颇象当下中国法律改革的图景。中国的法律改革 ,远不是理论家们所谈的移植什么、移植谁

和如何移植等问题。法律既是一种经验性行动系统 ,也是人们在生活中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 ,

所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法律不毛之地 ,可以在上面直接林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闪亮的玻璃

幕墙。“拆 ”字构成了中国转型期法律改革的一道地平线 ,而我们 ,是否就能够在一片暴土扬烟

中进入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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