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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家茶座》是一本杂志型图书，每3个月出版一辑。
她继承了《经济学家茶座》“轻松、休闲、高雅”的风格特点，一方面强调作者的权威性，文章作者
大多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家；另一方面强调图书的通俗性，力求内容贴近读者、贴近生活。
她市场定位明确，读者意识强烈；注重品位，但不盲目学术；贴近生活，但不盲目追求热点；强调通
俗，但绝不追求庸俗。
　　为了进一步强化可读性，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法学家茶座》还精心选配了漫画
、插图30多幅。
在《茶座》里，众多法学家抱着轻松的心态，用尽量通俗的文笔将百姓生活中的法理娓娓道来，这种
将理论性与通俗性糅合贯通的风格，在当前众多的法律类书刊中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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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秉志，1956年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欢乐无忧，少年时逢“文化大革命”而作为“
走资派”子女初尝人间辛酸，17岁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三年多，后又进工厂。
1977年底考入郑州大学政治系，1980年至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十年寒窗未觉苦，1988年3月或为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
1987年底至2005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18年(其间于9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一年，1999年至2005
年创建并主持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2005年8月年近五旬时与数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加盟北师大创建我国首家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
后又兼任北师大法学院院长。
同时还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
从事刑法研究崇尚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刑事法治问题。
性格坚毅、自信、乐观，致力于建设和谐、奋进的学术团队，虽年届五十仍喜唱“少年壮志不言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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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何家弘　“茶盲”与“法盲”【法治漫谈】　傅达林　物权法风波：冲突背后的私法精
神变革　刘连泰　《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狂妄与宪法的谦虚　马小红　“讨个说法”与“法律
空白”的背后　刘作翔　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
——通过几起案例来看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刘桂明　我们能否对“死刑”宣判“死刑”？
——一份关于《死刑报告》的“报告”【法学札记】　邓正来　“小路”上的思与语　乔新生　中国
法学的视角　关保英　“学者”与“学究”　周惠博　从教50载感言　江山　天问【法苑随笔】　车
丕照　贸易、币制与政府管制——文若虚的跨国生意及之后的故事　喻中　判决结果的寻找过程——
以一起劳动纠纷案为例　上官丕亮关于大学校园民主的法学思考　朱伟一　律师与军人【身边法事】
　谢晖　“义务指路”，公德，抑或私德？
　林来梵　劝酒的艺术和文化——以法律人为例　汤啸天　警惕自杀形态和性质的变异【法林逸事】
　徐学鹿　往事如歌　张卫平　红被面覆盖的讲台　吕忠梅　你可能并不认识的吕法官【域外法制】
　尹曙生　耶鲁第三百届学生毕业典礼见闻　王彦　穿蓑衣的抗议者及课堂上的律师【名家访谈】　
廖明　王翠青一位大学校长的“法治情结”——谭世贵教授访谈录【聊斋闲话】　刘凯湘　茶座闲聊
物权法　王文生　司法人生百味茶　何家弘　重返“北大荒”的感悟【名师剪影】　张乃根　与赵维
田先生的忘年交　许崇德　我与马克昌教授【茶客论剑】　李琦　法律：对人的理性有限性的理性克
服——与喻中君商榷　罗洪洋　法官不需要成为政治家　王学堂　民事诉讼中存有“讯问”程序？
【书城夜话】　毛立新　法苑劲竹——读崔敏先生《求真集》感言　陈伟　我有精神病我怕谁？
——日本电影《刑法第三十九条》观后【何博士信箱】　读者来信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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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私法精神的缺失    民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
。
纵观中西民法发展历史，呈现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西方是先在内部孕育出私法精神，然后催
生出民法制度；中国在传统社会里没有生成私法精神，直到近代才从西方移植民法制度，尝试的是一
条以民法制度培育私法精神的道路。
    在西方，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促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而市民社会的出现将调整民间私
益关系的私法从国家公法体系中剥离出来。
起源于古罗马的公私法划分不仅形成以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法律体系，更促进了世界上私法的崛起
，并倡导了承认人民主权、自然权利的私法精神。
最早的罗马法典《十二铜表法》便将行政法、宪法法规以及公共宗教仪式等拒之于该法典之外。
法学家乌尔比安说：“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
”直白地道出了公私法之间的本质差异：公法的要义在于防止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利益的侵害；私法
的要义则是私权神圣，强调的是个体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个体义务的强制。
    然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未能自然生长出私法精神。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自然经济、家族制度和集权政体造就了中国公法的极度发达，而几乎没有民商
法的生存空间。
在文化上，传统伦理向来“有先社会后个人的整体精神，有重视个人在各种人伦中的责任意识⋯⋯以
及对天下为公的人类‘大同世界’的真挚向往等等”，这孕育出的是以集体本位、国家本位为基本精
神的法律文化，形成了无视个人、否定个人的传统法律制度和公法精神。
我们如今谈起物权，总会提及西方的法谚——“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此类
指征私法的法谚从未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相反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这足以说明中
国传统社会私法精神的缺失。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国家本位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民法
通则》的制定为中国私法的发展打开了“缺口”，私产入宪体现出对个人权利的彰显。
然而这种硬性制度上的改变，短期内也并未产生中国的私法精神。
自发的公民社会建设较为迟缓，行政权仍倾向于干预社会，加之我国法学早期受前苏联法学理论的影
响，将国家的地位置于公民之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法学一直拒绝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方法
，更谈不上承认私法优位。
正是基于此，一部引领中国走向私法时代的物权法越发不可或缺。
我想是大概是许多民法学者对巩献田公开信动怒的缘由。
江平教授就指出：“一味在《物权法》中加入刑法和行政法中保护国有资产的条文，变成国有资产的
保护法，是违背现代法制精神的。
”看来，物权法的制定寄托了民法学人启迪民智、彰显私法精神的重要冀望。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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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法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型图书。
这本小册子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主编，内容轻松、休闲、高雅，目的是让法学走出超凡脱俗的
“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
《茶座》主张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讲老百姓生活中的法理，但是可
不要因此而小瞧了这本小册子，《茶座》的文章作者大多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家，这也让《法学家茶座
》有了“法学界的院士普及丛书”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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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型图书。
这本小册子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主编，内容轻松、休闲、高雅，目的是让法学走出超凡脱俗的
“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
《茶座》主张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讲老百姓生活中的法理，但是可
不要因此而小瞧了这本小册子，《茶座》的文章作者大多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家，这也让《法学家茶座
》有了“法学界的院士普及丛书”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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