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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197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属于全国最早一
批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二级学科。
本学科于1992年被确定为校级重点学科，2000年被确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2003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
授权点，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2007年，本学科负责的“法理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8年，本学科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西南政法大学历来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中的学术积累与学术传承。
我校的法学理论学科点在卢云教授、黎国智教授、王明三教授、钮传诚教授、王方仲教授、李权教授
和吴光辉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创建、经营、带动和培养下，师承相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本学科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学科研人才，并持续保持着一支年龄结构
合理、理论功底扎实、具有探索精神的学术梯队，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现代法理学、法哲学
、法律社会学、立法学、比较法学和西方法理学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传
统优势。
然而，传统要“传”才能拥有活力，才能发扬光大。
老一辈学者已经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传统的“薪火”已交给我们，让我们将其发扬光大。
任务相同，都为建设法理学科；背景相似，都身处转型之大背景。
然而，情势却有所区别。
今天，  “转型中国”之“转型”愈益明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理论日新月异，给我们提出了
新要求、新挑战，也给我们创造了新的机会。
为此，我们提出“深入经典，关注现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科发展思路。
经典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伟大思想家、立法者留给人类的一座座思想“富矿”，是人类不断获得启
发的源泉。
思想巨人总是以其高超的智慧体察人类的情欲，洞悉复杂而深邃的人性。
他们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幸福，他们提出的问题总是人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面对经典，即面对人自身；阅读经典，即认识人自己。
这是思想、学术原初的冲动。
深入经典，学术才有宽厚的基础；借助伟人的眼光，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经典之于学术，犹如大地之于树木，只有深深扎根大地，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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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8）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一书由多篇论文汇集而成，
这些论文沿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研究与法制建设历程，详细地对相关研究状况进行
了综述，内容涉及结婚、离婚、亲子、收养、遗嘱继承、无遗嘱继承等各个方面。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组合编排，本书详细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
对未来的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内容简明易懂，丰富全面，无论对于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学者、专家，还是涉及这些专业的学
生，以及对此怀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读书都能使之获益良多。
通过本书，了解到婚姻家庭继承法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之处，对于寻找研究的突破点，自主创新有很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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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M.H.马儿琴科 译者：许晓晴 合著者：付子堂M.H.马尔琴科，法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及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莫斯科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俄罗
斯法科高校联合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联邦议会法律委员会成员，莫斯科大学二级罗蒙诺索夫奖
金获得者（1985）、《国家与法》、《法学》及《莫斯科大学学报·法学类》等杂志编委。
曾经担任莫斯科大学副校长（1992～1996年）、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1992～1996年）、莫斯
科大学法律系主任（1982～1992年）。
主讲：国家与法的理论。
研究方向：国家与法理论的前沿问题，比较法学、政治学。
1940年8月11日生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沃龙涅什市。
196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71年研究生毕业；曾在英国留学（1969-1971学年。
牛津大学、肯特郡大学、伦敦经济学校）；198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起被聘为莫斯科大学教授
。
发表过两百多部（篇）论著，包括十八部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联邦制、权力划分、比较法学和政治
学方面的专著、教科书、教材。
主要有：主编两卷集高校教材《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1998），这部著作与本书成为俄罗斯及独联
体各高校的法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通用教材：教科书《比较法学》（2000）；专著《当今世界法律体
系》（2001）。
译者简介：徐晓晴，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1950年1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82年毕业于西南
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外语系，获文学学士，2002年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研究生班毕业；1982年起在
西南政法大学从事法学研究、翻译、学报编辑和图书馆工作；1984年参与创办《外国法学研究》，后
在《现代法学》任编辑，2000年后到图书馆工作；先后主编过译著《斯大林肃反秘史》、《克里姆林
宫秘史》、《三种向往一一爱情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野啤酒花》、《青年妇女百科全书》、《
比较图书馆学》、《俄语一日一短文》等；个人译著有《法律意识的实质》、《法庭演说艺术》、《
法的一般理论（上）》、《社会主义刑法的当代发展趋势》等，参与编写《行政法辞典》、《行政诉
讼手册》；另有百余篇论文、译文、编译文发表于国内二十多种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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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国家与法理论对象的内容问题，传统上一直在国家与法的研究者之间引发着争论，自然也远未得
到统一的解决。
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国家与法理论的对象，就是“国家与法本身产生、发展和功能发挥的一般规律
，以及每一种个别的、特定的阶级类型（使用得更频繁的术语是‘历史类型’）的国家与法产生、发
展和功能发挥的专门规律”。
而在另一些学者眼里，国家与法理论的对象，就其本身而言，则是“作为社会生活现象的国家和法，
它们的产生、功能发挥的规律，它们的政治与阶级实质和社会实质、内容和形式，法律关系和联系，
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的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则把国家与法理论的对象定义为：“国家与法在阶级社会各个不同运行阶段产生和发展
的规律性过程，以及国家与法的实质、内容、形态和功能，国家与法的相互关系，法律创制和法律适
用⋯⋯”。
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有关国家与法理论对象的定义。
它们之间尽管互有差别，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门学科涉及国家法律生活的这样一些方面和进程，如
国家与法的产生、确立和发展的过程——该过程的一般规律；国家与法的相互联系；它们的典型特征
、形态、实质、内容和特点；国家与法在社会生活及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法、法律意识、
法治和宪政；立法程序及其个别阶段；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
除了以上所列，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组合，它们与国家法律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属于国家与法
理论对象的内容。
它们数量众多，形形色色。
要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对此，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所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
把对象穷尽到不给读者留有丝毫余地的程度，关键不在于迫使他去阅读，而在于迫使他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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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春节，子堂教授嘱余关注一下俄罗斯法理学界近些年的发展变化，最好将其目前使用的最权威
的大学法理和法史教材翻译过来，供国内学者作科研教学之参考。
7月，有朋友自莫斯科归来，几经周折，购回莫大法律系现行的法理和法史教材各一套。
昔日的苏联，今天的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各国，在经过二十多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之后，
其法理学界的现状如何？
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出现了一些什么新的理论或学说？
有些什么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译者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本书的翻译的。
由于意识形态多样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资产阶级宪政原则在俄罗斯等国的确立，这些国家已
基本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其法学理论和教学界也结束了前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律观的主导地
位，公开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法理学说。
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的法学理论教育也各自为政，自选自编教材，过去的全国统编教材已不复存在
。
这就是说，这本《国家与法的理论》并不能完全反映俄罗斯法理学界的总体面貌和存在于其中的五花
八门的思想观点。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本书。
这首先是因为，本书的作者是前苏联及当代俄罗斯联邦著名的法理学专家M.H.马尔琴科教授，关于他
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卷首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是因为，本书是世界名校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现行教材，同时也是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部的推荐
教材，仅凭这一点，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就不言自明。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即这本《国家与法的理论》系2008年初才面世的最新版本，被称为2002年第二
版（首版于1997年问世）的“修改和增补版”，是作者根据近些年俄罗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及法学理
论和教学界的最新发展和变化对前两版的修改和补充，应该能代表或至少能反映当前俄罗斯法理学界
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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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与法的理论(经修改和增补后的第2版)》：教科书《国家与法的理论》的第二版，是俄罗斯按照
教学科教学大纲和高等职业教育“法学”专业的国家教育标准的要求，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撰写
的。
莫斯科M.B.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专用教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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