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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时间四分五裂的时代，这就形成了无限的知识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
。
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矛盾，求知的本性与短促的人生的矛盾，这一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人类。
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无非有两种。
第一种是充分利用时间。
但会受到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加上人生必要时间的支付，即使再充分利用时间，每人每天也只有24
小时，因而这种努力未必真正有效。
看来比较有效的是第二种，即对爆炸的知识进行甄别、挑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众所周知，著作虽多，但真正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总是少数。
择善而从，是人生的原则，自然也是读书求知的原则。
读书求知的有效方法是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读精品之作、经典之作。
经典著作是知识的浓缩、思想的精华，读经典著作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恰似“与君一席谈，胜读
十年书”，可以说，不读经典著作就谈不上真正的读书求知。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大政国是，是全球大势和时代主题，也是人类智慧聚焦之所在。
在步入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每年发表的法学作品数以万计。
法律是时代精神精华的确认，法治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贯彻，法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写照。
法学必须是精华，只有精华才配称为法学，只有法学经典著作才是值得供人解读的真正的法学文本。
人们希望快捷地找到其中那些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堪称经典的作品。
编选《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即是出于此种考虑。
考量著作是否精品、经典有以下标准：一是思路新奇。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的发展新新不已，学术创新之处正是学术精华所在。
那些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开天辟地、振聋发聩之作当属精品、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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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理学精萃(2004年卷)》精选2003年度全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优秀法理学论文编辑
而成。
主要包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权利概念论”等。
涵盖中国法学发展、法理学概念论与范畴论、法治理论、法律运行理论、法学流派和理论、法学新论
六个方面。
这些论文代表了2003年度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水平，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准备考研的人士以及法学教研人员和法律工作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年鉴由图书馆资料室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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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法学发展理论创新是法学的第一要务——十六大与法学理论创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科学建构东方社会主义的法律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理论探索第二部分 法理学概念论
与范畴论法理学研究什么——从当前中国实践看法理学的使命转型社会的法理面向——纯粹法理学导
言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法学的特点与研究的转向权利概念论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
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第三部分 法治理论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东亚法
治秩序的局限与超越维度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法治发展的
差异与中国式进路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第四部分 法律运行理论论
法的生成论法之难行之源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解
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从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法律推
理机制及其正当理由的逻辑研究中美两国司法理念的比较第五部分 法学流派和理论“变法”模式与政
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法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流变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
”神——庞德法律理论的研究和批判法律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视角的解读与反
思后现代法学思潮的缺陷与现代法学的价值合理性直面生活，打破禁忌：一个反身法的思路——法律
自创生理论述评第六部分 法学新论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法律与作为西方理
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社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法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西法律的差异比较法的
现代性歧途法典法、判例法抑或“混合法”：一个认识论的立场附录2003年度全国主要报刊法理学论
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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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六大确立的科学发展方针将为法学创造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
在十六大召开以前，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巨大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胡锦涛同志也明确指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
要。
只有密切配合，相互结合，科学才能全面发展进步。
”总结上述思想，十六大报告明确宣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
”这一科学发展方针将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局面，为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
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环境。
第四，十六大为法学工作者增添了创新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十六大报告对如何创新做了十分精彩而振聋发聩的阐述：“创新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
实践没有止境，仓0新也没有止境。
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
这是社会前进的规律。
”并把创新具体化为“三个解放”和“三个坚决”，即“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
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
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
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这极大地鼓舞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实现理论创新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种感受就像我们听
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感受一样。
我们要以十六大所倡导的这种创新精神进行法学理论研究，就是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突破僵化的、“左”的政治思维倾向的束缚，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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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理学精萃(2004年卷)》是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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