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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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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沃金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学者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他极富魅力的思想火花，敏锐的洞察力度以及独特的
分析模式与逻辑超越了当今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边界，并且至今仍能保持着一种乐
观、积极和向上的生命力。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将德沃金的“政治道德”原则通过更为整全的历史与逻辑两条线索的疏理方向，
以逆向倒推的方式将 “原则”的真实面目“还原”出来并对其理论渊源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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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新大陆的“开垦者”如果说美国真的有什么“例外”的话，我想下面这个事实是世界其他地方
难以看到的：它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它的社会的自然成长历程的国家。
尽管严格说来，美国并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它不是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有机政治体。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一个清晰可辨的非自然的起源和开端。
由于年代的久远，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童年已经无从查考，因为时间已使其摇篮时期蒙上一层乌云，而
无知和傲慢又用一些离奇传说把它包围起来，致使其真面目无从得见。
但美国的建国历程是一个例外。
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将这一起源和开端追溯到了1620年。
这一年，一批避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或者说“朝圣客”，乘“五月花”号木船来到北美，登陆前，他
们在船上经过反复讨论，集体起草并签订了一份公约，以规范他们以后的垦殖生活和集体事宜，此即
后人所谓的“五月花公约”。
关于五月花公约的签订始末，最权威的历史记载莫过于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1590
～1657）的《普利茅斯垦殖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1620～1647）。
“五月花”号上的主要乘客是那些从荷兰辗转而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或“朝圣者”们，正如前面我们
讲的，他们是一群虔诚而勤劳的人们，是感受上帝召唤的忠实仆人。
但是，他们在母国的生活景况并不如意，甚至是悲惨的，他们无从在英国彰显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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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本书的撰写工作进入“致谢”程序的时候，似乎一切的文字都充满了溢于言表的激情宣泄，但一切
的文字又是那样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在短短的一篇致谢辞中，并无以表达对所有教诲过、帮助过以及支持过我的人们的由衷谢意。
然而，本书的出版既是对自己三年的博士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母校西政，对恩师们，对
朋友们以及学业生活中的兄弟姐妹们的感恩。
今天，我能够初入法理学研究之门槛，窥探无穷学术之世界，全都仰仗于三位授业恩师的谆谆教导和
悉心帮助。
他们分别是李常青教授、付子堂教授和贺卫方教授。
李老师作为硕士学习期间的导师，是我走上学术之路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将德沃金法理学思想作为这
六年来学术研习标本的引路人。
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付老师与贺老师更是对我严格要求，时刻督促，让学生受益良多。
虽然，两位导师在学术指导风格上迥异，犹如学生曾做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所描绘的，是将一
个人的学术思维放置于“双塔奇峰”之中进行锤炼，使其冷静审慎，不偏不倚。
尤其是恩师付子堂教授三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不仅使我在学术专长上有所长进，而且教我认识到一
个更为丰富和整全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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