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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念是人从蒙昧迈向理性的关键元素。
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又凭借概念表述历史。
对人类而言，认识世界、驯化自然到与之和谐共生，一个关键而古老的方法就是对事物下定义。
通过下定义，克服恐惧和无知；通过下定义，暂时消解惊异与好奇；通过下定义，掌握规律并获得知
性的超越。
而关于法的概念和定义对于一个国家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践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此，全书以苏联法概念为起点，着重分析、论述苏联法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绎历程以及带来的启示
。
①全书通过对这一基于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分析，剖析其中形成的认同、差异、转换及创造性解读等问
题。
这是一些既复杂且重要的问题。
说其复杂，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跨语际的研究。
由于新中国的法律思想很大程度上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苏联相关的跨语际实践，所以
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研究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翻译上的分析。

广义来讲，这种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在继受方与传播方语
言的接触、冲突过程中，在继受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因此，当概念从传播方语言走向继受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继受方语
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
说其重要，是因为苏联法理论、法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当下之中国，仍然对中国法理论、法概
念发生着路径依赖意义上的影响。
同时，苏联法概念经由时间的选择、汰变已然植入中国法律传统中并成为中国法律传统的一部分，由
“他者”涅槃成了“本我”。
鉴于此，我们不能回避它，更不能抹去它。
全书正是基于以上的立场，选取了苏联法概念在中国1950年代这一段历史，来分析苏联法概念的中国
“际遇”。
并试图以此来说明，学术交流并不是单纯的学者之间的某种交往，它关乎一个时代的学术环境、政治
影响、社会变迁等一系列复杂的深层次问题。

刘颖编著的《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除导论和结语，文章主体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分析苏联法概念在本土的历史流变，即苏联法的演绎过程。
书中将苏联法概念划分为以维辛斯基为标杆的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侧重以历史为线索来考察。
维辛斯基之前以库尔斯基、斯图契卡、莱斯涅尔和帕舒卡尼斯为代表，维辛斯基之后以杰尼索夫、卡
列娃为代表，论述了其法理论、法概念之形成、发展和变化。
同时，通过细密梳理、探知其法概念生成发展的具体原因。
意欲通过三个时期的分析，来考察这些形形色色的法概念与维辛斯基的法概念的共相与差异，说明法
概念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第二章，分析论述新中国初期植入苏联法概念、法理论的必然性和途径。
苏联法理论与法概念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并不是畅通无阻的。
其障碍不是来源于中国过去千百年来的封建法律思想，而恰恰是来自国民党留下的的旧法统和旧法观
念。
两种法统、法观念的较量无异于一场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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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必须立即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意识扫除这个巨大的思想障碍并以此宣示和宣判旧法统
旧法观念的死亡。
思想障碍的扫除、具体国情的类似、意识形态的趋同、世界局势的影响无不昭示了学习苏联的必然。
对苏联法概念、法理论的学习也是由此必然性而展开的。
文中具体描述和分析了学习苏联法概念、法理论的多个途径，并指出对苏联法概念的植入是多个途径
合力的结果。

第三章是本书的重点。
在此以概念的结构分析方法，探讨了苏联法概念在中国的阶段性历程。
按照法理学教科书的通行模式，对定义法概念的方法论、本质元素、特征元素、经济元素、目的元素
以及法的历史类型进行了细致清理。
通过对构成各个元素的关键词进行历史语义学上的分析，来厘清中国在阐释苏联法概念的过程中，哪
些元素的解析是对苏联原有解析的认同；哪些又在阐释中发生了转换和创造性解读。
通过分析可以认为，关键词释义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完整表述的法概念的转化与创造性解读。

第四章对苏联法概念在中国的际遇进行反思与评析。
分别从法概念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法概念的误读问题，法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问题以及法
概念的创造性解读问题来展开论述。
进一步指出，每一种意义，每一种世界图像，都处在流动和变异之中，既不能逃脱差异的游戏，也无
法拒绝时间的汰变。
对于任何概念而言，流动、差异和汰变不仅是历史流转的表征，而且也是学术交流的必然效应。
从概念层面指出百年学术交流的得与失。

结语：以法概念为元点，以“墙”作为隐喻，对中西学术交流进行反思并总结《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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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书的写作对此有所参照。
苏联法概念从由本土生成，到被移植到中国，再到在中国遭遇的一些转换与发展，很好地对应了萨氏
理论的四个部分。
笔者将循着这一路径对苏联法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命运与际遇作一个梳理。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循着”这一理论的路径，并不等于本书描述分析讨论的历史现实就一定是和这
个理论完全吻合、毫厘不爽的。
正如历史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历史一样，笔者的结论也许可能会偏离萨氏的理论，也许会对他的理论
作一个个案性的修正，从而对萨氏理论的完善起一个促进作用。
另外，就旅行理论本身而言，羽翼丰满、来去自由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翻译的行为，而翻译
以及相关的实践在建构萨氏所谓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时，究竟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有后结构主义与殖民研究近期的著述，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问题进行重要反思，其中许多
观点，虽隐而不彰，但也颇具启发性。
因此，除以旅行理论作为参照基础以外，笔者拟在文中对语言和翻译的问题进行一些常识性的反思。
但是鉴于原文（俄文）资料缺乏，笔者难以体系化地对翻译问题进行分析。
此为一大缺憾，有待以后弥补。
（二）历史语义学1.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人类又被称为“语言动物”。
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文化脱不开干系。
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又最为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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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是西南法理学经典研究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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