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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5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算起，我的文字生涯已经有10年了。
这10年里面，我以各种形式发表的文字，总数大约在100万言上下。
这虽然不能算作多产，要在其中选出20多万字的一个集子，应该不是难事。
不过，实际并非如此。
照一般想法，自选集即是精华录，它应该能够反映作者的“最高学术水平”（出版方面的要求），然
而，什么算是精华，“最高学术水平”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一代学者，年龄都在40岁上下，其学术上的发展远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何敢言“精华”或“
自身最高学术水平”？
退一步讲，即使只作阶段性评价，也很难判定最佳与次佳、最高与次高。
就我自己来说，10年之间，思想前后有变化，文章类型有不同，如何论列次第、排定高下？
也许，人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自选集，即不再简单视之为精华录，而是把它看作对作者以往学术思
想与活动的回顾和检视，倘若如此，则这部自选集的选文标准就应当不仅仅是“最佳”、“最高”或
“最精”，同时也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即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我在过去10年里的学术经历。
我相信，这种自我反省不但于作者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它对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进一步沟通也是不可
缺少的。
文章编排的主旨确定之后，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了。
这类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避免自选集与旧著重合太多，二是怎样使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文章的
编排条理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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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
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
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
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
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
。
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
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
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
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
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
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
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
崩溃的开始。
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
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
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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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治平，一九五九年二月生于湖北孝感，一九七八年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本科，一九八二年毕业，同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五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任教，一九八八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四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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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法律实证主义
在中国法律的文化解释清代的习惯法与国家法论清代的习惯与习惯法泛论国家的经济职能关于“进步
”观念的几点思考寻求建立中国的法律学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市
场·国家·公共领域《新波斯人信札》致读者的信《法律与宗教》译者序《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导言写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书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再版前言《法辨》自序《法辨》
后记《法意与人情》自序法学盛衰说《法律的文化解释》代序“宪政译丛”总序主要著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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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辨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
习惯。
这个命题在下面意义上是正确的：作为文化要素的法和语言，都从各自的一方面反映出文化整体的特
点。
换言之，民族法与民族语言同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这种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
把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常常遇到“词”不达义的困难。
问题的产生可能不在于译者掌握和运用语言的熟练程度，也与语言自身的表现力无关，而在于根本不
可能找到一个恰合其义的对应词。
这正是历史、文化差异的反映，由这种差异而造成的语言上的微妙隔阂也许是永远无法消除的。
语言总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便是明证。
把这个结论作为起点，可以展开更有意义的探索：由某些字、词的产生，字形、字义的演变、确定来
把握特定的社会现象，再由表现于这些社会现象之中的历史、文化特质反观这些字、词的内涵，提供
新的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字、词将获得新鲜的意蕴，而我们对于相关社会现象的认识，也
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以下展开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这个过程起点的，则是人们都很熟悉（至少人们自觉如此）的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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