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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写出一篇优秀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书评？
如何更透彻的理解苏力老师的法学理念和精神？
你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一些答案。
不仅如此，徜徉在大师的思想海洋里，感受到的就不只是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海
水浸润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　　素净的封面，淡雅的目录，苏力老师以他一贯的、"君子和而不
同"的批评文风，让人觉得汗颜的同时更让人深思。
全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读书乐和自恋情结。
前一部分主要收录了苏力老师为部分书籍写的书评，文辞犀利，逮谁批谁，真正既把握好了批评的分
寸，又用心透彻的理解了原作者的思路，充分凸显了作者所要追求的学术批评的目的；第二部分则主
要介绍了一些苏力老师为自己出版的一些书所做的序和跋以及对已经出版的书籍所作的解释和说明，
对读者更好的理解苏力老师的其他作品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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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
祖籍江苏，生于55年愚人节。
少年从军，后当过工人，78年考入北京大学，“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84年硕士期间赴美留学，先
后读硕士、博士学位。
92年回国在北大法学院任都，先后任讲师（92年）、副教授（94年）、教授（96年）。
独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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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书乐（代序）　　逮谁批谁？
　　需要中国的法律学术批评　　历史·理论·方法　　《解释学法学与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评议
　　读《趋向权利的时代》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　　学术批评的艰难　　《新乡土中
国》序　　“驿外断桥边”　　如何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
　　如何思考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礼失而求诸野　　发现中国的知识形态　　我喜欢的10本书　　形成中国的共同体　　经济学帝
国主义？
　　如何深入学术批评和对话？
　　走马挑刺　　翻译中的制度问题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读书笔记　　
认真对待人治　　法律如何信仰？
自恋情结？
　　什么是你的贡献？
　　关于“本土资源”的几点说明　　关于法治的本土资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新版自序　　
《阅读秩序》序与跋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序　　世纪末日的交待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前言　　“上载”与“下载”　　法
学研究的对外开放　　《燕园法学文录》序　　丰富对法律的理解　　法学的前沿？
　　喜欢什么期刊？
能有什么期刊？
　　《送法下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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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摘   指出我和粱治平在前设判断上的这种差异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种差
异往往与个人对世界上的直觉把握、生活经验甚至偏好相关。
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要指出这个前设判断上的差异缘何而发生。
我认为，这主要可能出自梁治平关于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一个重要判断。
⑽他曾多次写下，人类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共同的，不同点在于人们理解这些问题的方法、对待这
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
因此，他实际上更多强调文化的选择，强调入的自主性，当然这种“选择”也总是在文化传统中的选
择。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确是相同的，例如都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有组
织生产、分配、交换以及社会组织等等问题。
但从具体的层面来看，人们面临的并不是这样一些抽象化了的问题，而是在我或我们现有的环境中，
如何活下去，如何生产、分配、交换的问题。
一个极地雪域中的爱斯基摩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一个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印第安人的基本问题既
相同，又不相同。
因此，我认为，在面临不同的现实的基本问题的人群中，会产生不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即
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得以传承的为解决对于具体群体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那些东西．其中固然包括
了“安排秩序的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现，但远远不仅如此。
这种广义的文化，既是选择的，也是被选择的；人们理解这些具体的基本问题的立场、对待这些具体
的问題的态度和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題的方式因此可能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同样是在传统中变化
，尽管同样是先前的立场、态度和方式会影响变化的路径、变化的弹性甚至对变化的语言表述。
如果这一点还有道理，那么，安排秩序的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就必然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
的。
    梁治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后一点，在多处，他都指出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功能主义因素，
指出法律史研究对象里面“同时揉和了功能性的和作为依据的文化性的东西”。
(11)但是，他似乎总是更为侧重于这种作为制度依据的文化性的东西。
尽管他的这种强调对于他的研究侧重一一法律文化类型学一一完全必要，对于其理论体系之完成是不
可缺少的。
但是正如任何视角都有局限，任何理论都有弱点一样，他的这种对于文化性的强调也会带来一些难以
解决的理论的、实践的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类型学的法律文化研究强调“差异最大化”，⑿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
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了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
结论。
作者引证的梁漱溟和吉尔兹都持这种观点。
但是现实的法律文化永远一个流变的传统，那种假定的条件一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一一是
一个反事实的(counteffacmal)假定，是为思想实验而设定的条件，其论证的说服力也许针对的是研究者
构造的“文化类型”，而不是作为研究者构建文化类型之来源的中国法律传统；针对的是思辨的逻辑
．而不是历史和思维的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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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书乐（代序）读书乐（代序）   本来是要把过去十年里我译书、读书和写书之后留下的一些文字汇
成一个集子。
蒋浩先生说太厚，读者看着不方便，于是就把一本书拆成了两本。
一本都与自己的翻译有关，叫做《波斯蚋及其他》；这一本则分别与自己读书和写作有关。
其中有些文章曾收集入其他文集。
这次为了凸现学术批评，省略了就可能不足以展示学术批评的多样进路，所以又收进来一些，还请读
者原谅。
    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基本上都是书评，尽管有的是作为代序；由于这些文字大都以批评为主。
似乎“逮谁批谁”。
第二编则是主要是自己著作的序和跋，少量则是为北大法学院的一些编著写的序，还有一些是对自己
著述中某些问题的解说或辩解；多少有一种敝帚自珍的“自恋情结”。
因此有了两编的题名。
    其实，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一种“自恋”的表现。
尽管说起来不好，但是，自恋不就是自爱吗?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即使是在学术上，自爱一点，有什么
不好?再说，也不是每个人想自爱就都能自爱的。
    但是，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椎进中国法学的学术批评。
我认为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书评就总体而言实在很差。
不但绝大多数书评往往流于唱赞歌，而且相当老套。
往往是“主题新颖”、“材料丰富”、“结构合理”最后加上“瑕不掩瑜”的一页。
许多为他人著作写的“序”也大都如此。
除了作为一种变相的商业广告，实在是有它不多，缺它不少，实在是不利于中国法学界在竞争中发展
。
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略有好转，但主流还是没有变化。
而且还是有批评爱上纲上线，爱猜测作者的政治态度，而不是关心作品和作品的问题和思路，不关心
学术问题；近年来甚至有学者只关心“学术道德”，这实际还是关心政治，不关心学术。
    书评差的原因很多。
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批评曾经被政治玷污，而且至今在法学界还有这种习性残留，包括在年轻一代
身上。
这一点我在本书收入的“需要中国法律的学术批评”一文中已有简论。
但鉴于这个年代毕竟已经过去20多年了，相比其它某些学界，法学的学术批评仍然相对落后，因此可
能还有一些更隐性的重要原因。
我想大致是，第一，法学界是另一种熟人社会，因此熟人社会中“多栽花，少栽刺”和“拉不下脸”
等不成文规范就会支配这个学术社区。
第二是法学的学术传统不够，至少我没看到过老一辈法学家写的有分量的长篇法律学术书评；没有人
带，而“文革”遗风还有，因此一写，不是“歌功颂德”，就是“上纲上线”。
    针对第一个原因，因此，就必须有人以学术为重，坚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从身边开始退步展开
说理的、对“书”不对人的学术批评，逐步建立一种与现代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和法治社会相适应
的个人主义的学术人际关系。
学界应当确立一个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一步步向前迈进。
其次，法学界一定要有一些“傻冒”。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批评与自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