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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周年纪念，严格说来是北大——同时也是中国——正式设立代法学教育100
周年我们编选了这部法学院文存，作为一个纪念。
应当感谢诸多老师的配合，也感谢赵焕老师为此书所作的诸多编辑工作。

    文存的编选应当说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从道理上说，而且我们的本意，都是想编选一部现在和曾在北大任教的教员的文选。
但这项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首先是由于百年来的社会动荡和变迁，许多资料如今都不完整了。
其次，百年来教员的人事变动很大，也曾有多次院校的合并和分立，因此谁是谁不是在北大任教的教
员不但很难确定，有时甚至难免遗漏。
第三，即使这都不是问题，我们也很难确定一篇论文是否是作者在北大任教期间撰写的，而如果放弃
或放宽这个界限，那恐怕就得把全国各地许多法学院教员甚至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论文都收入。
这不但是一部纪念文集无法做到的，而且，也说不定还会有人说北大法学院今天在“拉大旗当虎皮”
。
第四，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一些最好和最重要的论文——无论是学术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的——收集起
来，令其足以反映北
大法学院（系）的100年历史。
但这就不是一般的难，而是特别的难，因为“重要”和“好”，都是相对于时代、情境和当时学科发
展而言的，而不是绝对的、唯质主义的。
法学，作为一门更重视实践的学科，不仅有许多部门法分支，而且至今也不如同自然科学或诸如经济
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学术范式可以用来对法学著述作出统一的学术评价。
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了一种相对经济因此比较省心的编选做法，大致是，凡是“文革”后在较长时期
在北大法律系和法学院任职之教员，每人提交一篇自己认为最好的论文。
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麻烦。
例如，一些老先生已经去世，如何选择他们的论文?一些曾经在北大法律系任教数年但后来离开了的教
员的论文又如何编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琐碎的技术性问题。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一纪念文集的编选，尽管因此这一文集一定存在种种不足和问题。

    如果放眼看来，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与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和法治问题有关。
例如，为什么要划定选文的边界?这个问题的前提不就是一个社区（尽管是学术社区）边界以及规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吗?这个边界之所以难以确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员的
高度流动吗?而论文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之所以难以判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知识转型、与学术的传统变迁和发展（学术的多样化或异质化）有关，也与学术判
断标准的多元化有关。
如果是在一个传统的（因此是高度“静止的’’）社会，无论社区还是社区人员的构成，无论是学术
传统还是学术判断标准都会高度稳定且相对单一，因此，这些“麻烦”也都可能不存在。
我们社会百年来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种社会变迁带来的“麻烦”，而且这些“麻烦”也
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中国法学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文存更多是一个符号或象征，而并不是追求充分或完全展示北大百年法学
发展的历程或主线。
它主要展示的更多是最近20多年来北大法学院（法律系）的学术变化，更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
术变化。
事实上，也主要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全面的改革开放
，也随着中国法律作为一个职业的全面发展，法学才开始一个稳定的且相对全面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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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从当年北大设立法学门之际的涓涓细流，到今天中国法治和法学发展的大江东去，这是一段艰难跋涉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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