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推荐】

★ 11 位法学名家均为跨学科法律研

究的领军人物；

★ 对话内容涵盖法律学 、 部门法 、

人类学、 比较法、 法律文化……

视野宽广， 跨越了法学的边界；

★ 不谈枯燥理论， 只讲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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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学的 11 种可能： 中国法学名家对

话录》 是由陈柏峰、 尤陈俊、 侯猛等人组织

的“社科法学连线” 的“对话” 系列活动的

文字结集。 活动所邀请到的对话人主要是从

事跨学科研究的法律学者， 包括苏力、 梁治

平等， 以及其他人类学者、 法理学者和部门

法学者等， 共计 11 场对话， 外加 3 场年轻

学者参与的学术前沿讨论。

《法学的 11 种可能： 中国法学名家对

话录》 通过对话， 读者可以了解受访学者各

自的学术经历、 学科的发展过程和法律社会

科学的研究前景， 目的是给有学术兴趣的读

者提供指引， 并为中国法学研究留下历史印

迹。

【内容简介】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

授；

尤陈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侯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精彩节选】

尤陈俊： 韦伯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叫“理想类型”。 您早期的研究， 包括 《法

辨》 和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总体上

采取的仍是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比较方法。 在

做研究时， 这一比较方法在运用到中西文化

的比较的时候， 往往会得出两者之间是无法

通约的即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的结论。 这

有些类似于基因决定论， 即后天无论再怎么

努力， 两者最后也不可能在一起。 这种状况

会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法律文化作为评价中

国文化是好是坏、 处于何种阶段的最后标

准， 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参照。 很多

学者其实对这一点有很多批评， 比如邓正来

在他的书中专门就这一点批评了您的研究。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类型学的方法， 或者

这样一种受韦伯影响很大的方法在法律文化

研究当中的运用的？

梁治平： 文化类型学作为一种方法， 有

助于凸显和说明某种东西， 但另外一方面，

它也会遮蔽某些东西，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这种方法可能会流于僵化和封闭。 这是第一

点。

第二点， 关于评判标准， 我不认为文化

类型学的研究必定导向用某一种类型去评判

另一种类型， 比如用西方文化来评判中国文

化的优劣。 恰恰相反， 类型学方法是比较相

对主义的。 如果不可通约或者不相交， 那你

怎么去评判呢？ 只有在可通约、 有公约数的

情况下， 才有共同的标准可以来评判差异。

就像赛跑， 同一个赛场， 同一个终点， 才能

看谁跑得最快。 如果向不同的方向跑， 南辕

北辙， 目的地就不一样， 你怎么去评价呢？

类型学讲的是目的地不同， 道路不同， 涉及

中西历史文化， 它的意思是： 中国社会并不

是内在地要发展到西方社会后来发展出的那

个方向上去。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是同西方

人走一条路线， 不是因为走得慢， 比人家慢

了几十里路。 如果没有和西方接触， 再过几

十年几百年， 中国也不会有西方的民主科

学。

当然， 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 但这种

改变带来了评价上的问题， 也让这个问题变

得比较复杂。 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 如

果只限于郑和下西洋， 或一些比较表面的、

浅层的交往的时候， 或者实力明显失衡的交

往的时候， 至少强势的一方可能会保持自

己独立的发展轨迹。 但是中国后来碰到的

问题是全球化。 大家都被裹挟到全球化的

浪潮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可以

置身事外。 从文化的角度看， 这是一个文

化融合和文化变迁的过程， 也是文化发生

改变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只不过在近代

这种现象不是很常见。 因为这个过程很暴

烈， 而且规模非常大， 像中国这么悠久的文

明基本上瓦解了、 破碎了。 这样的事情是不

常发生的， 但是它确实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文

化改变的契机。 这个时候评价的尺度就会发

生变化。

说到评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

在很多人从现代民主和自由的立场出发来审

视中国文化， 或者认为中国过去就有这方

面的资源， 或者认为中国完全欠缺这方面

的资源， 进而得出肯定或者否定中国文化

的结论。 还有人正面评价中国文化， 但认

为还需要从中开拓出一些它没有的思想和

制度。 对于这类做法， 有人不以为然， 认为

这样取舍其实是扭曲和阉割了中国文化。 在

方法论上， 我同意这种批评， 但我也不认为

不一样的文化之间无法沟通。 比如， 我认为

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权利这个观念， 也没有

发展出西方的个人自由的观念， 而是另有一

套与“权利” 或者“个人自由” 非常不同的

观念， 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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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书 架

彭新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晓锋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刘 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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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原因， 作者得以

与中国一流的法律大咖面对

面， 有机会聆听、 交流中国法

治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这些

法律大咖既有学术界的大家，

又有实务界的才俊， 他们中有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有“长

江学者”，有“全国十大杰出青

年法学家”，有公检法司实务领

域的权威和专家 ， 有时代楷

模， 有律师界的标杆……

本书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

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以及反腐

败的新思路 、 新举措 、 新要

求， 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深入

浅出的笔触， 多视角梳理了反

腐之道与倡廉之措， 对腐败及

腐败治理的相关热点、 前沿、

现实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

思考， 文风朴实清新， 内容贴

近现实， 具有较强的思想性、

时代性、 实务性和可读性。

本书是作者在一线办案的

思考与总结， 紧密结合当下的

司法改革实践， 代表了新一代

检察官的人文情怀与法治信

念。 能够引领关于 “法治如何

前行” 的新一轮思考。 作者在

《你办的不是案子， 而是别人

的人生》 一书中， 做了很好的

铺垫， 使得本书在法官、 检察

官以及律师队伍当中都有一定

的读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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