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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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中国的法律文化为主题，分别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展开论述。
在法律文化史方面，通过基层司法档案的佐证，旨在展现和描述传统中国法的实践情况。
在现实角度，又分为法理学问题和中国法治实践问题两个部分，在法理学部分，着重从形而上的角度
论证了法治的理论问题，在法治实践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论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简介

里赞 
    男，198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8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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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的看法，所谓“礼教”派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对《新刑律草案》的个别条款提出质疑的张
之洞和劳乃宣，而所谓“法理”派和“趋新”派的代表人物即主持制定新律的沈家本。
实际上，既然“法变”是整个“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一具体人物的新与旧，恐怕就不能局限于
其关于一两个特定法律问题的见解，而应看其对“法变”的整体看法，更应进而考察其对清末最后十
年“新政”的基本态度及其整体表现。
近年史学界对西潮激荡下晚清思想、社会大变局的研究已更深入，特别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一朝野主流思潮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过去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通常倾向于将其说成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
实际上，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世人所考虑的问题。
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作，其中讲“西学为用”的篇幅即多于讲“中学
为体”者；而且他在序中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个“用”字上。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目的和重心显然都在“西学为用”之上。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张之洞已说明，这一切变革都应在坚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
这不仅是清廷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础，沈家本等主持修律者对
此并无异议。
因此，坚持原则上的“中学为体”并不掩盖张之洞在实际操作层面仍落实在“西学为用”之上。
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在《劝学篇》进而指出，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这是一个关键。
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理解《劝学篇》与前面所引的刘、张二人的“变法三折”的思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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