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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理自己的过去，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更不意味    着“告别历史”（美国汉学家马若孟的
一本新书书名）；相反，它给了我一个自省的机会，借此，我得以审视自己“走过法律”时未了的目
标与心愿。
编写这本自选集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检省、回顾自己，而不是展现自我。
因此，当读者面对这本书时，我希望读者感觉到的是一种真实，而不是那种虚假的谦虚以及谦虚背后
的傲慢。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和“大跃    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
”等诸多运动的折腾，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机遇。
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考入了那座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在那里度过了一
段虽然短暂但却令很多人羡慕的岁月。
由此，“法律”这个字眼不仅记在了我的人生档案里，也注入了我的血脉里。
五年后，为支援“三线”建设，我听从祖国的召唤，豪情满怀，背着行囊去贵州省纳雍县政法部门工
作，并在那里生活、奋斗了十几年，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极“左”路线和政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
大破坏和给百姓生活带来的苦难。
这种经历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社会的特殊体验，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特殊感情，也在相当
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法律特有的关注视角。
    1983年，在那个法学人才奇缺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从纳雍县法院调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
大体而言，我的法律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实践时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叶（主要教授民法时期）；90年代中叶至今（主要教授知识产权法时期）。
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人们的不同法律思维，不同的思维影响着法律人关注不同的法律问题。
与有些偏重于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不同，我较为感兴趣的是现实的法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看来历史的研究方法对法律而言就没有用处，也不意味着我排斥那种史学
的研究方式；相反，这主要归因于我在实践部门的经历，归因于我的现实关怀。
同样，与有些偏重于哲学抽象思维的学者不同，我较为关注的是具体的法律问题，尽管我非常尊重那
些研究法律哲学的学者并对抽象问题充满了好奇。
在写法上，我看重的是文章的观点和看法，追求朴实简练的文风，忌讳华丽的表达，套用著作权法上
的说法，我侧重的是作品的idea，而不expression。
坦白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也是现代主义者，与波斯纳所说的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一致，我主张向前看
，不愿过多地沉溺于历史；同时，我对社会的变革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不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对现
代失去信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我始终关注的是现实的具体的法律问题。
我欣赏的是王泽鉴先生那样的学术研究方式，力争每个问题的讨论都具有针对性。
这种研究不追求宏大话语，但求有的放矢。
因此，在阅读本集子时，读者会发现某些文章，如“应当尽快建立取得时效制度”、“诉讼时效适用
若干问题探讨”、“试论产权移转登记和买卖合同的关系”、“建立著作权转让登记制度，促进版权
产业发展”、“商标抢注的性质和对策”等都是因为思考一些具体真实的案例而产生的灵感。
而有些文章，则是在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文过程中发现法律的缺陷而思考的结果。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授课任务的转移，我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法转向了知识产权法。
在研究知识产权法的过程中，民法的知识和修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总是喜欢将民法的研究方法和
最新研究成果移接到知识产权法研究上来。
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在知识产权法学界曾遭遇了一定的抵制，但我仍然固执地坚持兰德斯和波斯纳的看
法，“随着知识产权学术活动越来越专门化，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抛弃在物质财产与知识财
产之间具有连贯性的观点，从而失去通过应用经济学对前者的理解来帮助分析后者的效用”。
以这种看法为依据，我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辨析”、“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辨
析”、“论商标法上的权利丧失原则”等文章中阐释了我对知识产权法上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并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过法律>>

真知进行了善意的学术性争论和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都无法超越历史、超越具体的语境看待问题、发表看法。
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可能是引起争议的热点。
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文章都没有进行实质性改动，尽管现在看来有些文章未免幼稚和粗糙，有些观点应
当充分展开或者修改。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记录我的学术历程，保留一个真实的自我。
    思想家罗兰.巴特曾在《作者之死》中指出，写作的真正场所是阅读。
他认为，在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个文学系统中，作为支配一方的作者已经不再重要。
福柯甚至指出连作者这个概念都是18世纪的发明物。
这是一种对柏拉图以来之二元论哲学的否弃。
不过，我却有失原意地读出另外一层含义：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和读者所获得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完全
对应的。
因此之故，我便省去了在这里花费笔墨介绍文章内容的必要。
一切皆靠读者的评判。
如果哪位读者在看完之后不觉得是浪费时间，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宽慰。
                                              张玉敏                                           200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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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敏，女，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6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小山村。
1965年毕业于掖县一中（现为莱州一中），1970年3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分配到贵州省纳雍县工
作，1983年3月调入西南下政法学院（即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任教。
迄今出版学术专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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