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雨果·亚当·贝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著者： [美] 约翰·麦克西·赞恩， 美国

著名律师、 享誉世界的法律文化学者。

译者： 于庆生，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

士， 《论自由》 《法学的概念天国》 《比较

法哲学》 译者。

【前言节选】

如果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一部好的

戏剧无需开场白———这两种说法都有着莎士

比亚的高度权威性———， 那么， 一本好书也

有其自身的理由。 因此， 在为 《法律的故

事》 撰写序言时我一直难以下笔。 本书根本

不需要序言， 如果一本书的开篇便能将富有

思想的读者吸引住， 那么任何再想激发读者

兴趣的尝试便都有画蛇添足之嫌了。

本书的主题非常令人感兴趣， 但奇怪的

是，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为了普通读者的利益

来讲述法律的故事。 本书恰逢其时， 因为近

年来令人欣喜的迹象之一便是文学领域从琐

细暂时的主题向严肃永恒主题的转变。 数年

前， 我们中的某些人似乎认为， 科学扩展和

视角拓宽的时代已经导致了常人想象力的空

前缺乏和对琐细、 微不足道的事物的过分偏

爱———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我曾在关于

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最后四章中阐述过这样的

观点， 即我们这一代的罪过便是对人类生活

价值的所有真实感受的丧失， 直到最近几年

我都很少有机会修改这种悲观的结论。 几年

前， 类似韦尔斯所著的 《世界史纲》、 杜兰

特所著的 《哲学的故事》 等著作若能跻身于

季度畅销书之列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相反，

有把握地做出此种预言的著作将会成为最新

的文学垃圾。 “电影” 时代并不能满足人们

精神上的需求， 它留在人们精神上的印象就

像将图片投映在电影屏幕上一样。

令人瞩目的变化终于出现了， 那些畅销

书籍不仅关注严肃深刻的主题， 而且试图涵

盖人类发展的整个领域。 若非如此又如何解

释杜兰特 《哲学的故事》 ———该书重新叙述

的是所有时代伟大哲学家们神秘、 有时甚至

是令人费解的沉思———一书所取得的巨大成

功呢？

既然一本哲学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 那

关于法律历史的著作就更应受到读者的青睐

了， 因为法律是哲学的具体体现。 它是各个

时代关于人类行为规则的所有沉思的综合，

它的施行， 既保护作为有机体的社会， 也保

护个人免受罪恶的侵害。

法律是人类历史的缩影。 本书揭示了各

个时代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漫长艰苦的跋涉

历程， 以及从孜孜以求的目标直到人类成就

的最高巅峰的求索过程。 法律与每一个人息

息相关， 它一直陪伴着我们， 指引着我们从

摇篮到坟墓的命运之路。 即使我们去世以

后， 对我们的遗产的处置也要通过法律来进

行。

法律伴随着人类进步的历程， 特别是社

会政治进步的整个历史， 在那些无比漫长的

岁月里， 人类用他们淌血的双脚在布满荆棘

的苦路上前行， 从奴役走向自由， 继往开

来， 前仆后继。 戏剧化的历史插曲一般都与

法律密切相关， 只要翻阅此书， 每一位热爱

其国家的公民都会发现那些最有吸引力的事

件都被囊括在本书当中。 美国为独立而斗争

的史诗是为了维护一项关于征税权的不成文

法； 对美国人民而言， 他们最感兴趣并且最

引以为荣的一段历史插曲大概就是其前辈们

能够在混乱无序的时刻照常集会， 并在进行

了四个多月关于人类社会根本要素的讨论之

后， 为政府起草了一份全面宪章这一轰动事

件了。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场精心烹制的法律文

化盛宴， 作者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触，

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其丰富的想象力、

渊博的学识与深刻的哲学见解， 将一

个也许枯燥的主题阐述得娓娓动人。

翻阅它， 每位对法律及人类文明史感

兴趣的读者都将有所收获。

☆本书曾获 “依法治国” 主题推

荐图书， 并入选中纪委、 监察部官网

推荐书目， 以及全国 《中学生阅读行

动指南》 高中社科类基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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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德国民法学之精髓

而厚植华人社会之民事习惯与

司法秉性， 于中国大陆民法学

与民事法律秩序之演进成熟

者， 于中国大陆民法学学术风

格之养成、 制度研判之进展、

立法更化之提升有着不可尽数

之示范与塑造之功 。 更可贵

者， 于法条技术分析之外， 亦

提倡价值权衡与价值判断， 于

法律精神上更为圆融。 而两岸

法学在知识、 制度与技术模式

上的趋近， 更是于中国整体的

法律现代化乃至于两岸和平发

展做出重要奠基。

这是一本趣味普法书， 由

中国著名法学家、 国家行政学

院一级教授胡建淼撰写。 由近

200 篇评论和随笔组成。 内容

从古罗马皇帝的“格斗” 到现

代美国小布什与戈尔的诉讼；

通过中国两岁女童小悦悦与英

国王妃戴安娜之死的比较， 讨

论“见死不救罪” 的可能性；

从高铁上“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 等事件的评论到法治理念

的阐述， 时空跨越“古今中

外”！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 向

人们讲述身边或域外、 今天或

古代的法治故事。

本书源自美国当代著名哲

学家雨果·亚当·贝多教授

1995 年春在塔夫茨大学开设

的一系列讲座。 贝多教授在讲

座中选取了三个著名的案例试

图让听众 （以及读者） 共同思

考： 当遭遇特殊情形， 无论怎

样选择都会导致有人丧生， 这

个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出“要

命的选择”？ 通过这样的“头

脑风暴” 和“良心煎熬”， 贝

多教授展示了“道德决疑法”

这种已有千年历史的伦理分析

方法在当代依然旺盛的生命

力。

《要命的选择》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法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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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律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法律的发展史

正是人类历史的缩影。 戏剧化的历史插曲一

般都与法律密切相关， 只要翻阅此书， 每一

位热爱其国家的公民都会发现那些有吸引力

的事件都被囊括在本书当中。

作者博学且富有哲思， 将法律置于人类

文明史中进行宏观叙事， 以法律历史进程中

的重要故事， 将各个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艰

苦历程讲得津津有味。

本书根据 Jves Washburn, Inc, N.Y.

1928 年的版本翻译， 上一版好评如潮， 本

次精装升级， 在精梳内容的基础上， 还添加

了章节导读与插图， 增加了可读性与趣味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