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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经几回寒暑，走过数载春秋，南湖畔的中南法学在不断精心酿造中步步成长。
中南法学的影响与日俱增，这离不开长江边上这座历史悠久、通衢九州的名城武汉，更离不开中南法
律人辛勤耕耘、励精图治的学术精神，中南学子源于各地聚集于此，又再遍布大江南北传播法学精神
，砥砺品格、守望正义的同时也在法学和司法实践部门坚持创新、止于至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南法学经过数十载耕耘，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中南法学流派。
中南法律人在“为学、为用、为效、为公”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历练出了自有特色的“创新、务实”
的学术精神。
在国际化与跨地区、跨领域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南法学以多位中南法学大家为中心，秉承多元化
的研究模式与多样性的学术理念，坚持善于批判的学术精神，勇于探讨、无惧成论。
尤其是年轻的中南法学学子们，更是敢干扎根基础理论的研习，甘于寂寞；同时也关注热点，忧心时
事，活跃于网络论坛，驰骋于法学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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