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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出版访问贺卫方教授 崔：

为祝贺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一次推出50本法学文丛，

无论在出版界还是校庆方式上，都可谓前所未有。您作为丛

书的策划者之一，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贺：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校庆高峰期”，这

是跟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有关的。在清末建校

的一些大学如北洋（现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都陆续进入

了百年期。另外一个高校“出生”的高峰期是50年代初期

，1952－53年的院系调整催生了一大批单科学院当然，前提

是终结了许多综合性大学。从去年开始，这批不少已经改名

为大学的学院先后度过50周年校庆。100或50都是传统上的大

庆年头，所以全国各地的校庆活动频频举办就一点也不奇怪

了。 不过，观察不少学校的校庆活动，似乎有些格式化了。

通常不外乎召开规模巨大的庆祝大会，领导人题词甚至亲自

参加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到热热闹闹的庆典过去，留

下来的东西并不多。在母校50周年校庆前夕，我们在北京的

一些校友很希望能够以某种更独特而富于意义的方式作些贡

献，于是，在法律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就有了这样一套大

型丛书。 崔：我们知道，西南政法大学偏居重庆一隅，但从

那儿走出来的法律人，如丛书的许多作者，他们当中很多人

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律界的精英。有人称之为“西南现象”，

您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贺：的确，重庆远离政治中心，又非



沿海城市，但是，西南请容许我这样简称，我不大喜欢“西

政”这个简称确实培养了不少知名的法律人。就文革之后的

情况而言，她在几所政法院校中第一个恢复招生这一点非常

重要。1982年，全国法律院校共毕业学生700余人，西南一校

就占了半壁江山，是所谓得风气之先。1978年，教育部确定

西南为全国重点院校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学生来自全

国各地，强化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当然，更重要的

是，西南的教师对于教育的全身心投入。我们的老师们那种

热情而又严谨的治学和研究风范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此外

，偏远有时未必是坏事；少了各种外部刺激，学生们只有埋

头读书，相互切磋，这反倒可能成为一个有利因素。 崔：这

套法学丛书命名“文库”，很有些博大精深的意味，它们都

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贺：50种著作放在一起，大概可以

当得起“文库”的名号了。这些书涉及到法学的各个领域，

从法律理论、宪政、法律史，一直到各个部门法。值得注意

的是，其中有十余种出自从事司法以及行政和立法等实务部

门的校友之手，这显示了西南毕业生浓厚的学术情结。我相

信，这种实务家而钟情于理论，注重以理论导引实践，同时

又从实践中开掘理论，已经成为西南法律人的一个重要风格

。另外，西南法律人颇具个性的治学路数，尤其是既有厚实

的法学专业根基，又有宽广的人文视野的方法论特色，在这

套丛书中有很充分的体现。 崔：这套丛书中，您的书名为《

超越比利牛斯山》，听起来颇具文学色彩，“比利牛斯山”

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味吗？其中融汇了您怎样的法治思索？ 

贺：很惭愧，我的那一本只是自己过去文章的选本，野人献

芹而已。书名取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于正义标准随着地



理的纬度而变化的批评：“所有的正义或不正义都在随着气

候而改变其性质。三个纬度就颠倒所有的法理，一个经度决

定真理，根本大法频频改变⋯⋯以一条河或一座山来划界是

多么可笑的正义。”所谓超越比利牛斯山，就是要追求正义

准则的统一性而非国别特色，深入地挖掘法律制度建构必须

关注的内在机理，意味着对法学本源的探索，表达了对“毋

固、毋我”境界的向往。 崔：我注意到，司法改革是这套丛

书着意探讨的一个重点话题，那么在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

中，作为法律学人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贺：的确，司法改革

是文库中不少著作的主题，这也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国法学研

究的一个趋势。司法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跟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我们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有关

，同时，至少我曾经设想，司法改革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

的一个突破口。通过建立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我们很可能

实现深层次制度的渐进而平稳的转型。当然，近来这样的想

法受到了某种质疑；目前司法改革遇到的某些阻力表明还是

需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不过，我们还是确

信，法律人对于司法正义的推进是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法律人一方面要致力于法律体系本

身的完善，另一方面，参与政治、改造政治生态也是他们当

仁不让的使命。 崔：您是西南78级学生，你们这一届毕业生

似乎怀有一种深深的“西南情结”，西南留在你们心底最深

处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贺：那种“西南情结”可能多少跟我

们这一届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开始怀旧有关吧。当然，重

庆的那种爽直、朴素的民风民情给大家的熏染也是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冰心女士曾说山东是她灵魂的故乡。对于我们中



的许多人而言，重庆也是梦牵魂萦的所在呢。至于说法律精

神，在一个尚未实现法治的国度里，可能各个法律院校的毕

业生都会有一种专业理想与社会现实相互冲突带来的心灵震

荡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西南人虽然有些处江湖之远，不过这

种忧患意识似乎正因为遥远而愈发强烈。 崔：面对走过50年

的母校，面对50本法律丛书所见证的学术成就和法治进程，

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贺：我想起了西南校园里那

些高高的台阶。这50本书是成绩的总结，作为作者之一，更

希望它们成为后来学子们跋涉学术以及法治高峰的50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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