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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外说法》一书的姊妹篇，原先按照我的设想是一同收入《法外说法》。
法律出版社的蒋浩先生向我提议分拆两本为好。
思索许久，接受了蒋浩的建言，遂有本书，命名为《书外说书》，以便与《法外说法》之书名对应也
。

    收入本书的主编序，是我所作的序中的重要内容。
要说起来，主编序既不好归入自序，又难以归入他序。
自序是为自己著作所作之序，他序是为他人著作所作之序，主编序两者皆非也。
这里主要涉及主编之著作在学术成果中的定位。
大概古代是没有主编著作这种形式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这种文章关乎其心的情形下
，重文如命，惜字如金，文章必是一人之所写。
当然，古代也有总编纂之类的．官职，清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不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么?当然，四库全
书的编纂已经不是为文，而是罗织文网的一种工作，因而总编纂是一种官衔，也是十分正常的了。
著作的合著，大约是近现代兴起的风气，——一种贬褒不一的文风。
当然，正经八百的合作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专门规定了合作作品的著作权，该条第1款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因为，法律是认同合作作品这一著作形式的。
当然，可合作的文章一定是不会关乎其心的。
因为“心同此理，理同此文”实在太难。
心之彼此之分，如同山之南北之隔也。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甚至两人以上，要如同一个人思考那样创作成文，若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奇迹，确平其难。
我记得一个知名作家说过，我从来不买合著的书，更何况主编之书。
在贺卫方教授主持下的《中外法学》据说有一条不成文的选稿原则：通常不发表二人以上的合作论文
。
如此说来，在学术创作领域，是重独而轻合的。
独者，独立创作也；合者，合作创作也。
不过，合作创作在当今学术活动中毕竟还是存在的，不论你对它是一种什么态度。
在时不我待、精力不济的情况下，众人拾柴火焰高，合作还是能及时地出成果，并且出大成果的。
现在学术活动中不是都以工程命名，提倡造大船么?以一人之力大概只能刳木为舟，造大船非有众力加
工不可。
因此，在这种学术风气之下，我虽然自己也不怎么买合著或者主编的书，至少买时要掂量掂量，但是
自己还是主编了一些书。
在这些主编的书中，有些是自愿为之，投入精力不少；也有的是受出版社之请，勉力为之。
我是从采不把这些主编的著作当作自己主要学术成果的，因为我深知，没有一本传世的经典之作是主
编，至合著出来的，它不能成为一个学者的代表作。
当然，既挂主编之名，多多少少总是要尽一份心的，因而为主编的书写序，就成为主编的义不容辞的
职责，也是为那些乌合之书打上主编的个性化印记的惟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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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7年3月21日生，浙江人。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副院长。
终年笔耕，略有所成，出版了人专著、论文集15种，主编著作数十种。
自撰的格言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辄饮酒未尝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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