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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7_BA_E7_94_9F__c122_486222.htm 周旺生 现为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

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中国

法理学会副会长。 庞德教授五卷本《法理学》已由法律出版

社以中译本形式于近期推出。中国学人由此可以直接而便利

地晤面这部法理学鸿篇巨制。这无疑是学界读书生活的一件

幸事。 18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那年

深秋的某个午后，我徜徉于墨大法学院藏书富足的图书馆时

，就首度为庞德这套装帧考究、气度不凡的大开五卷本著作

所深深感染。此前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虽曾于检索学校图

书馆馆藏法学著作时见过此著书目，但当时感觉并不怎样：

庞德固然是个大家，却需要以五卷本的规模才能摆平法理学

，这恐怕是他自身也未得法理学的精要。 如今，这部煌煌巨

著真的矗立在自己面前，真所谓人怕当面，我不大好意思继

续“在战略上藐视”西方人的作品了。相反，我从书架上径

直取下这五本著作，办了借阅手续，又径直抱回我在墨大法

学院三楼那间办公室去了。 当时国内主流法理学，还被人们

谦逊地称为法学基础理论，其体系、内容和基本指向，同西

方学人的主流法理学几乎毫无相似之处，而这种巨大的差异

既不是一句中国特色的解释所能了得，更不是我强他弱所造

成的结果。 相形之下，我为中国法理学和法理学人感到惭愧

。为参与到尽快摆脱中国法理学落伍局面的努力中去，我终

日泡在人家的图书馆里收集法理学方面的资料，而在所有这



些资料中，给我印象更深的主要作品之一，便是庞德先生的

五卷本《法理学》。 我在当时以至于今天的一个主要想法是

，中国法理学乃至于整个中国法学的繁盛，需要有一个相当

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分为若干阶段依次递进，而开始

的时候选择西方经典作品中一些带有学科框架性或体系化的

著作，并且这些著作也有相当的纵深，推介于中国，比之偏

重于翻译一些阐述细小主题或具体主题的著作，应当更适合

中国学术发展的规律和近期需要。翻译介绍后一方面的作品

也有必要，但那主要应当是稍后的事情，否则效果不会甚好

。 受这种想法的驱使，我希望国内法理学界和译书界能关注

像奥斯丁的《法理学讲演集》、霍兰德的《法理学原理》、

萨尔蒙德的《法理学》、弗里曼的《劳埃德的法理学总论》

、费里德曼的《法律理论》、特别是庞德的《法理学》这样

一类作品。 我所以看重庞德五卷本《法理学》，一个直接的

原因是基于我对中国法理学的构成及其渊源性要素的贫困所

抱有的忧虑，以及希图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我向来以为，

独立而完整的学科，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正是

这些要素的独立存在，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发生关联作用，使

得这门学科能够作为一种规范的或具有科学意义的学术现象

，而体现其自在自为的价值。 中国的一些法理学著述在构建

法理学的体系时，或是表现出惰性，一味地沿袭过去的落后

结构；或是表现出盲目性，随意按自己的认识取向确定法理

学的结构，两者都不能按法理学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和

阐明法理学，这就容易偏离科学轨道。以中国现有的法理学

结构，显然无以同当代世界主流法理学体系对话。中国法理

学在结构方面偏于一隅的境况是到了非变革不可的转折时期



了。如果我们的法理学研习者不能熟谙法理学是渊源于何种

资源、进路和动因的，他们对于法理学的研究和学习，充其

量就只能是舀到法理学之水，而未能尽溯法理学之源，因而

只能是表层的、浮光掠影的、雾里看花的。 而庞德《法理学

》的价值，对我们学界而言，正在于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两

百万言的系统化的法理学理论学说，不仅让我们知道中国法

理学所阐述的理论学说在选题范围、视野开阔程度、特别是

研究深度等方面，同人家相比有怎样的差距；而且还提供了

一个由内容性要素、方法性要素、渊源性要素所完整构成的

法理学体系。 读者将会明显地注意到，在庞德两百万言的系

统化的理论学说中，还直接包涵着法理学结构中的另外两个

要素，即法理学方法论要素和渊源性要素，尤其是大面积地

，并且是集中和系统地包涵了法理学的资源、进路和动因这

些渊源性要素，特别是法理学流派思潮和人物作品两方面的

资源性要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庞德《法理学》所阐释的

每一个理论学说，几乎都有渊源性要素作为支撑。它是一部

立体性的法理学。 我看重庞德的《法理学》，也因为这是庞

翁以近乎九十的高龄向他一生钟情的法理学所作的谢幕性演

出，既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又是他晚年的最后力作。就在这

部五卷本著作面世不到五年之际，他的主人终于走完长长的

人生之旅和非常成功的学术之途，驾鹤西去。《法理学》虽

然主要是庞氏早年作品的汇集，但这些作品是经由一位饱经

学术沧桑和世事变故的成功老人的编纂而形成的整体，是这

位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学业所作的富含深情的学术鉴定。

年轻人的锐敏和学术老人的成熟，浑然一体地融会于这部巨

著之中。这样的著作不是很难得么？ 庞德在学术研究方面视



野极为宏阔，而同时又极擅作精微细密的考辩，读他的《法

理学》，会随处发现他也有中国老式学者注重考据的印痕。

他坐镇社会法学领地，但又非常明了其他学派的长短，并且

从不拒绝吸纳。他不仅是某个领域或学派的领袖和杰出代表

，他还是个开放的、有广阔胸襟的学术绅士。他是一位典型

的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但又极为关注历史，所论所述多为相

关主题的全部学术精华的总结。他并非只看重社会学方法，

而是也非常注重运用其他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比如，

他总是像收集和运用植物标本那样研究法律问题－－所有这

些，我们都可以从庞德这部五卷本巨著中一窥其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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