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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应以怎样的情怀来尊重语言财富，以怎样的努力来爱护语言，使其具有完整的品格与生命力
呢？
宽容、平等、对话、学习、使用、研究，给语言以尊严，并为其骄傲，让它们生生不息。
在所有的态度和方法当中，最需要选择的是让语言走进法律的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了法律语言学方面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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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红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法律语言学、语言法、世界遗产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个人专著有《法律语言学》、《弹性法律语言论》、《世界遗产精神》、《世界遗产概论》（第一版
、第二版），合作著作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等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及其他各类文
章300余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法律术语研究方法论要》、《立法技术中的几种语言表述问题》、《
法定程序的话语权及其规则》、《法律保护语言的法理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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