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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至今已历50寒暑，中间虽遭遇“文革”之乱，停办近10年，但仍有10万之众的莘莘
学子前后就学于此，歌乐山魂培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
10万毕业生活跃于神州大地，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建设添砖加瓦，贡献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广受关注的
西南法律人群体，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与这里的毕业生独特的品格与精神。
    在校庆50周年到来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联谊会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
学术文库”，这是对我们的母校50华诞的献礼，是对这所中国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重镇所取得成就的
一次检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50部著作能够成为后来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跋涉的
阶梯，此外，还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能够向读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体现在西南教育过程中以及学子著述里和行为上的品格与精神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的话最能够表现中国知识人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不过，近代以降，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与教育制度，知识人有了不同的专业，因此在忧国济世与专
业追求之间会有某种紧张关系。
但是，对于一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存在过的新专业人士的法律人，他们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
在当今的中国注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律教育很快就处在受抑制的状态。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政法学院的成立与其说是对法律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如
说是限制法律教育的举措。
因为每一所政法学院都是在合并若干所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政法学院的出现其实大
大缩小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
比规模更重要的变化是，“政法”这样的概念所预示的法律教育内容与目标与既有传统的断裂。
    因此，在政法学院里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之中。
我们看当时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话语，完全是排斥法治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排斥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滞。
教师下放劳动，学校纷纷解散。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界知识分子的忧患真正是刻骨铭心，难以排解。
文革浩劫之后，法律教育虽然恢复，法治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书本上法律理论与社会中的实际
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经常面临着的巨大痛苦。
尽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处江湖之远”，但是这种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的忧患意识却没有须
臾少缓，甚至正因为与政治中心距离的遥远而更有所强化。
    在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方面，这种忧患意识与理性和开放的精神相结合，形成了西南法律人好学
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
尤其是复办后的一段时间，校园里面百家争鸣，学术墙报放言无忌，新论叠出，一些观点或论证，今
天读来，或不免稚嫩，但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却颇有石破天惊之感。
正是这样的校园风气，培育了西南法律人那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怀疑和批判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理性论证。
最初，设置单科型政法学院的目标正是为了培养偏于技术化或工匠型的法科人员；不在一个综合性大
学里，学生以及教师的知识视野就必然受到限制，批判精神便无从发育。
然而，西南法律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并且付出极大的努力，力
求突破这样的局限性。
图书馆里的手不释卷，山荫道上的玄思妙想，宿舍卧谈中的唇枪舌剑，无不显示出这所专业略嫌单一
的大学中的师生们不拘泥于法学一科、寻求超越的努力。
这样的追求在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已经有多样化的体现：除了那些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们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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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显示出他们多学科的知识修养之外，不少校友进入政坛，或从事着法律之外的业务而且胜任
愉快，一些人甚至成为戏剧作家、旅行（作）家、诗人、哲学家。
相信随着母校向综合性大学的不断迈进，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特色方面将更加令人瞻目。
　　《民法总则研究》一书可以说是作者多年从事民法总则教学和作者多年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的结晶。
　　本书“法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几章就奉行这一宗旨，在比较各国
民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指出和批评了《民法通则》对相关制定
规定上的遗漏、缺陷和偏差，提出了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并阐明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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