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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0是一个吉利的整数。
30后面要是加上了年辰，那就必定是一个不短的历史。
中国时间的1978-21308年，整整30个连串叠加起来的年头，酿成了给予人类世界的一个猛然的震撼，
一个巨大的惊骇；生成了一个世界上惠及人口最多的法律的革命性变异。
放眼远望，古往今来，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上波澜壮阔的文明运动，孕育和出产了多少令人不得不顶
礼膜拜的法律世界的先进制度和睿智学理。
因为她们均是在数以千年计的岁月里陆续有来的，所以，后人对她们的追溯与回望，大可以是法律森
林中情绪松弛的信马由缰，或者可以是法学后庭里欣赏式的漫步。
然而，中国法律与法学的30年（1978-2008），却是绝地逢生，风雷激荡，摧枯拉朽，改弦更张，万船
竞发，气冲霄汉，成就卓著，光彩照人的30年。
回顾30年的法律与法学的中国进程，我辈大有一种喜悦的“紧张”，庆幸的“吃惊”，因为所有的动
静与发生，都框定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落里；所有的事件与变故，都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机会空间之中
。
法律人对这段历史的回望，真有如沐春风、如坐快车、如梦未醒、如入异境的感觉。
正可谓：沧海桑田，世事惊变，法律如炬，神州有眼。
法治中国，方向对头，路基坚固，长车驰动，惯性冲力，谁可阻挡？
！
言及泱泱大中国之法律与法学，谁敢掐头去尾，武断定格30年？
诚然，中国的法律与法学也是根源深邃的。
远古神话里已有法的思想与言辞，公元前4世纪，管子就首倡“以法治国”的理念。
孔孟之道沿袭千年而不衰，在其中，也有关于法权与治国理政的丰富而精深的说理。
先秦法家对法的意义与作用，早已作过一系列论述，特别彰显了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初期成就。
先贤大哲韩非子就曾成功地宣明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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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律与法学的30年（1978—2008），却是绝地逢生，风雷激荡，摧枯拉朽，改弦更张，万船竞发
，气冲霄汉，成就卓著，光彩照人的30年。
回顾30年的法律与法学的中国进程，我辈大有一种喜悦的“紧张”，庆幸的“吃惊”，因为所有的动
静与发生，都框定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落里；所有的事件与变故，都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机会空间之中
。
法律人对这段历史的回望，真有如沐春风、如坐快车、如梦未醒、如入异境的感觉。
正可谓：沧海桑田，世事惊变，法律如炬，神州有眼。
法治中国，方向对头，路基坚固，长车驰动，惯性冲力，谁可阻挡？
！
　　站在公元2008年年尾回望，始发于1978年的中国现代法律及现代法学30年流光岁月，你掩隐了多
少经历、多少故事、多少曲折、多少悲情、多少拐点、多少进步、多少挫败、多少成功、多少跃进⋯
⋯本书就是一段集体的记忆、一段社会胶片、一种众志成城的印象⋯⋯　　中国法学30年！
中国法学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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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扬，1978年入读西南政法学院，此前全然不知法为何物。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从“很久很久以前”至今30年如一日研修法律。
人已这么大岁数，看来也只能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捣腾一世如此罢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碰大运给评了个当时罕有的法学教授，但，无奈其人偏居南中国一隅，城市虽
大单位奇小人气又混浊，疑拟明珠遭暗投，所做学问的价值也屡被低估。
舒君为守住自视重要的虚名声望，看好常要被外人乱估的家底本钱，只得相信熬更守夜最利于减肥，
长年习惯在子夜活动，笔耕不辍。
好歹也出版专著十数部，论文百余篇，企图自证一种合理的存在和科学的发展。
多年来舒君建言献策无数，到处开会并硬装出乐此不疲的严肃神情。
然而，思想之于现实，言论投放社会，似乎要长期地向他呈现出收效甚微的惨淡。
因而他还得必须继续不甘寂寞，硬撑出一副精神抖擞的做派。
近年来有些群众私下反映，舒君老来反倒惜时如金，更加勤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法中行。
每到夜间，他办公室的光影与窗门正对着的广州麓湖著名高尔夫练习场的灯火相映成趣，天天互斗耐
性。
问欲为何？
君耸其短肩，示意，良知未泯，肩头上自放的事情挺多且感责任还是重大的。
总而言之，编纂本书，唯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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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重建与创新，法学走出虚无主义——中国法学30年之1978-1987年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学复
兴的时代背景　　一、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　　　（一）总结历史，中国走上发展的正轨　　　
（二）“两案”审判，中国走向民主和法制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和突破思想束缚　第二章　法理
再造　　一、法治的正当性论证　　　（一）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讨论　　　（二）法律的本质：社会
性抑或阶级性？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发展　　　（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　　二
、法律原则的奠立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审判独立的原则　　三、法文化探
析　　　（一）批判儒家法伦理　　　（二）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现代转化　　　（三）中国法文化的
固有特征　　　（四）对西方法律思想研究　第三章　宪政研究　　一、宪法规范　　　（一）改革
开放宪法的提出：从1978年修宪到1982年修宪　　　（二）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的关系　　　（三）
公民基本权利　　　（四）国家机构的重建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一）人大法律制
度的健全　　　（二）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发展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一）从行政性
分权开始的改革主张　　　（二）关于地方立法的讨论　　　（三）基层民主建设　第四章　市场化
压力下的法制发展　　一、民商事立法研究　　　（一）涉外经济立法先行　　　（二）市场经济的
法律制度框架　　二、刑法研究　　　（一）刑事秩序的正常化：平反冤假错案　　　（二）严打：
从阶级斗争走向打击普通刑事犯罪　　　（三）刑法保护经济秩序的功能　　三、审判研究　　　（
一）恢复公检法机构　　　（二）诉讼法律制度的制定　　　（三）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　第五
章　法律教育　　一、法律院系的恢复与建设　　二、学科重建：经济法与民法之争　⋯⋯第二编 “
依法治国”，划时代的方略之选——中国法学30年之1988-1997年  第六章 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及法学
的发展  第七章 求索理想的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  第八章 彰显忠诚的法治实践  第九章 法学教育的发展
及全民“普法”运动的继续  第十章 反思第三编 繁荣与发展，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中国法
学30年之1998-2008年  第十一章 我国向现代化法治转型  第十二章 依法行政与建设救治政府  第十三章 
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四章 权利意识全面觉醒  第十五章 我国法制积极回应全球化  第十
六章 刑事法治不断完善  第十七章 法律职业化向前迈步  第十八章 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编后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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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法理再造二、法律原则的奠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按照法的阶级意识论，那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就有极大的荒谬性。
这是因为，按照阶级论，首先必须在人群之中群分敌我，法律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
施暴力专政的工具，于是，在法律面前不存在所谓人人平等的虚幻。
然而，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受到强烈质疑。
在法学界思想解放的热潮中，有人开始挑战所谓的敌我之分，认为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被消灭之后，
从法律上讲，就不应该出现所谓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表述，而应该一视同仁的称之为“公民”。
公民之间不存在敌我之别。
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界有两篇文章影响很大，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
1978年12月6日发表了李步云教授撰写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又有乔伟的《独立审判，只
服从法律》，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的开始。
法学专家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早已载入1954年宪法，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原
则被规定下来。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这一重要的宪法原
则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而遭剔除。
随着“文革”的结束，人心思定、人心思法，专家学者开始突破理论禁区，从法律的根本价值的角度
来论证平等原则。
1979年刑法和1982年宪法重新载入这个原则，空前活跃的思想环境也为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了
广阔的天地。
这次讨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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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学30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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