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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涤宇等编著的《现代中国民法的知识转型》选择民法领域中某些知识产品（如民法论文）、立法事
件与文本、司法裁判以及具体的学术争议为考察对象，对《现代中国民法的知识转型》进行“深描”
，或技术性的量化分析，以探知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了解法律人（如民法学者、民事法官）
的民法知识谱系，并通过观察立法者、司法者、学者乃至政府和普通民众（如农地立法中的农民）在
中国民法知识结构中的互动或博弈，促成对中国民事立法、司法和学术领域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
以及将要发生的知识转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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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涤宇，1970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
1992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2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
1997年至1998年，1998年至1999年，分别在哥伦比亚开放大学、阿根延萨尔塔法官学院、阿根廷萨尔塔
国立大学、莫龙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以访问学者身份研习拉美民法典。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民商法典研究所副所长、民商法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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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民法的知识转型》主要由现代中国民法知识转型之宏观考察维度和微观考察维度两大
部分组成。
在宏观考察维度，本书选取了法律人的知识谱系、民法方法论、民事立法司法三个维度，试图从各个
维度入手对现代中国民法知识转型一一进行考察。
在微观考察维度，选取了民法实践的几个微观个案，详细探讨在当代中国民法理论应当如何进行知识
转型，以更好地应对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之中凸显的众多时代性问题。
两大部分均以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主要轴线，点面结合，力图清晰展示现代中国民法学正在呈现的知
识转型之趋势，并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强调从立法论向解释论转型的迫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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