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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西方法学思潮的介绍、学习、模仿而成长与展开，西

方法学思潮始终是中国法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学术领域

之一。2007年7月14日至15日，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以

“西方法学思潮与中国法学”为主题，在同济大学举行了第

五届年会。来自学术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机构等各界代表

近100人出席了会议，是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历届年会

出席代表最多、学术层次最高的学术会议。 在会议研讨中，

与会代表就西方法学思潮与中国法学研究、西方法学思潮与

中国法制建设、西方法学家研究、法经济学与法学方法论等

专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讨论。 □西方法学思潮与中国法学研

究 ◆如何看待马克思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潮从起源上看也

自属西方思潮，然而对中国法学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重

要性。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有

着各种各样的理解。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法学问题时，山东大

学郭道晖教授指出：当前我国法学理论创新不够的原因在于

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背离。改革开放30年来，法学

有很大进步，但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那是因为有些人假借

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造成异化，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这种思潮影响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也影响了法学研究的顺利发展。因此，应提倡回

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

？ 北京大学徐爱国教授从法律史、法理学和应用法学三个方



面阐述了克服当前中国法学发展困境的理由。 首先，从法律

史的角度看，西方法律思想的思维模式、方法论对研究中国

法律思想史可能有纠偏补弊的作用。 其次，从法理学来看，

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在理论倾向上可分为两派－－主流派与新

潮派，主流派比较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强调法律实践与法

学研究为政治服务。新潮派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走的是

欧洲大陆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的路线，法学是哲学的分

支，这会导致法理学的发展偏离法学；另一部分学者研究现

实问题，探讨法律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关系，如

此下去将会导致法学院的消失。 最后，从应用法学的研究来

看，应用法学似乎缺乏理论深度，而适度的西方法律思想史

知识可以为克服这种缺乏深度提供思想学术资源。 ◆多种和

谐社会观与中西法文化的汇通 中国人民大学谷春德教授认为

，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追求的是不同的和谐世界观与和

谐社会观，西方在古希腊时期追求的是以赫拉克利特的自然

和谐社会观、柏拉图的正义和谐社会观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

和谐社会观为代表的奴隶主义和谐社会观，在中世纪欧洲倡

导的是以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和谐社会观、阿奎那的神权和谐

社会观和路德、加尔文的新教和谐社会观为代表的封建主义

和谐社会观，十七、十八世纪后则主要有洛克、孟德斯鸠的

分权和谐社会观、卢梭的平等和谐社会观、康德的和平和谐

社会观和黑格尔的理性和谐社会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谐社

会观。这些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有很大的借鉴价

值。 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20年前就关注中西法律文化的

差异，在此后的思考过程中认识到中西法律文化对话必须寻

求两者的联系，并进而转向探索中西法文化汇通的基本原理



。张教授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应当回溯到中西

法文化的起点，即从人的角度探讨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点，身

心关系是人类共同关注的。 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评论说

，关注用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还不如关注改造的方

式，王教授认为，谷教授用中国的和谐社会观的概念解说西

方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刘旺洪教授在

评论中认为，心理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点明了研究中西

方法律文化的基础，对身心关系的论述是深刻的，但论证逻

辑上是否自洽、周延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西方法学思潮与

中国法制建设 ◆绿党立法思潮的启示 西北政法大学张飞舟教

授认为，近年来在欧洲兴起的“绿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

的影响深远的政党，其立法思想中强调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

生态平衡，不能使环境恶化，所有发展原则都必须以自然环

境可以承受的程度为限，其立法思想的新角度将给世界法律

思想界带来新的思考。在中国，对于绿党立法思潮的研究更

为必要，因为中国自夏代始即特别重视环境生态并具有在当

时可称之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全责细致而带有深刻意义的“环

境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都与

绿党立法思潮不谋而合。 ◆公正出于偏私？ 黑龙江大学钱福

臣教授的发言探讨了罗尔斯与卢梭关于公正理论的一些相同

的因素，指出卢梭和罗尔斯立法思想中的一个辩证法则是“

公正出于偏私”，公正是社会化的人的偏私的“共存”和“

共保”。公正是偏私的理性化、道德化和普遍化。但偏私阻

碍公正的形成并破坏公正的实现。若要达致公正，法律的制

定者必须具备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较高的道德水平，并同

时超然于个人的偏私之外。 □关于西方法学家研究和方法论



研究 ◆柏拉图的人治思想是法治思想的源头？ 湖南大学温晓

莉教授认为，柏拉图法治思想是古希腊乃至人类法治思想的

源头，但欲理解其法治论，必须认真对待其“哲王治国”的

人治思想。柏拉图的人治论不同于中国儒家的人治观，由于

其辩证法的自觉和主动，存在向法治“敞亮”的内在逻辑。

从整体上把握柏拉图的早期和晚期的政治法律思想及其内在

联系，可以获得从人治到法治转向的深刻启示。陈茜博士对

则对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进行了法学解读，认为柏拉图的灵魂

论凸现人的灵魂之于法律的重要性，从而张扬法律人灵魂的

正义性。 ◆法的经济学分析：节约立法成本的利器 中国海洋

大学刘惠荣教授主张通过对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考量，促进

立法质量的提高，并实现地方立法效益最大化的不断趋近；

华中科技大学郭义贵教授选择了张维迎、邓峰二人合著的《

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

和经济学解释》一文为个案分析指出法律经济学对当代中国

法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影响。 王人博教授的发言强调，法学研

究要关注法学方法。法学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

怎么阅读西方法学思想；二是怎样表达出来；三是在阅读西

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东方世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