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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_E9_9C_80_c122_485671.htm 很久以来，都感到中

国法学界缺少学术的批评。 缺少学术批评，不是因为法学研

究的成果无需批评大家都知道法学界的学术问题很不少，而

且私下的批评也很多，而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很难展开这种批

评。 首先的制约是一些历史的痕迹或惯性。批评曾经是一种

剥夺学者政治和学术生命的武器，并且至今在学界也还不时

还会出现(我自己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在上个月：一位评议人

批评我前年开始的《波斯纳文丛》翻译没有以去年底召开的

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文明"为指导)。这种往事和惯性由此带来

了至少是两种禁忌，一是警惕任何批评，特别是那些具有政

治意味的，一遇到这种批评，大家都会警觉起来，力求不让

这种批评发生：二是自己也不愿批评了，既然批评已经被糟

蹋了，也就自觉不做那些有嫌疑的事了，这叫做自我避嫌。 

缺少学术批评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法学的特点以及法学界的

特点。法学就其性质来说主要不是以学术为导向的，而是以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更像技术、工艺而不大像学术；即使是

先前似乎最有学问的法律解释，其实也更多是决疑术 修辞 解

释(interpretation，"传话")，受控于一个或一些权威的文本；

传统的法学就总体而言不是以知识增量为前提，而大致是在

某些神圣文本所划定的圈子?劝盐侍饨饩龊镁托辛耍?尽管也

有一些法律家提出了一些具有学理的问题，但并不以求知为

主导。这种学术传统使得在法学很难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

展开学术的批评，也很难看到法学的发展． 这种状况应当变



化，也可能变化，因为世道变了。不仅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

知识创新，而且法学如今也更多汲取了其他社会科学，法学

的知识类型就总体上开始从人文学科转向了社会科学。中国

的一些主要法学院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教学型转向教学与

科研并重。中国年轻一代法律学生接触的知识类型也发生了

某种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迫使中国的

法学必须面对中国的法治实践的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批评

。我们的书评将以批评为主，谢绝出版广告性的"书评"。当

然批评在此并不具有?H义，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也因

此，我们需要的是学术批评．所谓学术，有三个方面。首先

我们批评的将以学术著作为主，但并不排斥教科书性质的著

作；但是必须具有学术的意义。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学术"

著作我们也不关心。其次，学术批评不是一般的挑刺；一般

的言语不通顺、用词不准确、翻译上的差错，除了能构成一

个学术问题外，我们并不关注；我们也不搞"政治正确"或"诛

心之论"，我们坚持批评中的行为主义。最后，我们追求并非

一定可能实现----批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性。 当然，我

们需要的是中国的学术批评．这一点的意义是不用多说了．

我们希望逐步增加对中国学者的著作的学术关注和批评。即

使是关注国外学者的著作，也希望批评者有中国问题和中国

意识。并且我们希望批评文字读起像中文，清楚，明快，说

清问题就行，而不是一些拙劣的译文。 这并非一个艰巨的任

务，但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然而，这是我们这几代法律学

人应当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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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