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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看到的这本《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是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教授所著的研究型教学用书，也
是迄今为止法学理论领域最为系统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学术专著。
在祝贺该书出版之际，我谨以关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特别是法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认识和体会，代为序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
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之中，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并明确提出要研究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教材。
认真领会《意见》的精神，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应当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繁荣和发展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法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是由中国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所
决定的。
帮助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们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使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是高校的重要职责。
这就要求面向全体学生的，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公共理论课教材以及面向法
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学生的专业基本教学用书，必须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次，也是由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我国的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为国家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
智力服务的历史任务。
高校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起着基础性、主导性作用。
有鉴于此；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必须确保具有正确的理论导向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最后，是由我国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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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国家级研究生教材，适用于各专业博士生学位课程“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和法学专业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课程教学选用。
本书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主要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详细而系统地清理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简明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创立和发展脉络。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忠实原著，注重背景；全面系统，纵横比较；大胆怀疑，合理修正。
本书有助于比较准确地理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原理及其理论体系，引导研究生探索马克思主义经
典法律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实现马克恩主义法学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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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言1.1 研究现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德、
美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其中尤以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的召开特别引人注目。
①2000年9月21-24日，由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主办的四年-度的马克思主义大会盛况空前。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席了这次盛会，大会组织了l90多场专题讨论会，3场大
型专题报告会。
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认真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
成就和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观。
世界上所有关心马克思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为这一系列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召开而欢欣鼓舞
，并从中受到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②2001年9月26—30日，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举行。
这次大会是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世界近百家马克思主义刊物、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召开
的。
3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学者参加了大会。
大会分人类学、文化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l6个学科和专题，组织了l20场小型研讨会
，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多学科考察。
③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也曾纷纷推出自己评选的千年风云人物。
卡尔·马克思在多家西方媒体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的活动中名列第一或第二。
l999年，先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
（亦有译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或“千年第一伟人”的）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
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
①陈学明：《苏东剧变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启示》，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第195页。
②何萍：《2000年美国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l期。
③李其庆：《直击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3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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