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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尊重

编写说明

历史就像一艘船，装载着人们的记忆驶向未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60 华

诞之际，我们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旨在吕额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 60 年来在学科建设、学术发震、人才培养程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历程，总结办

学经验，提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思想、精髓和特色，发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璋的学术传统，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中医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社会服务意识，

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国内外兄弟法律院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使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台阶，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撞动中国的

法学教育和法治事业进步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为实现"建设受人尊敬的法学费"的

目标迈出薪的步伐。

考虑到各个学科不同的发展历程如学术特点，同时为了突出各个学科的学术传

统与成就，本书在编写体例上基本上以法学二级学科(暂无军事法学)为单元，每

一单元作为一章。鉴于讼诉法学科下雷刑事诉讼法学、民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在学

科发展、学术患悲与体系方面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我们将刑事诉讼法学、民诉讼

法学和证据法学分别强立为章，故本书正文共 12 章，依次对应法理学、法制史学、

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最i事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国际法学。总体土，各章均对该学科的发展

演变基本情况、科学研究成就、学术思想精粹、学术贡献及社会影响等内容进行了

重点阐述。由于各个学科在发展演变、学术夜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对于各

章内部的节、 E结构形式不作统一要求，以满足行文的需要。各学科的发展演变基

本情况详略不一地分绍了各个学科的成立与演变历程;科学研究成就主要涉及各学

科的学术研究情况、已完成和正在进有的各类有影响的纵向横向科研项吾及有代表

性的论文、文章及出版的著作〈包括各类专著、编著、教材等等〉等等。学求思想

精粹主要是提练各个学科在各个历史阶段有重大影响和社会效果的学术思想、观点

和见解;学术贡献及社会影响的主要内容涉及各个学科的学术成果产生的社会影响

力、本学科参与立法、法律解释研拟咨海论证情况等等。对于各个学科的发展演

变，本书秉持尊重历史、注重传承的原则，对于各个学科在不同历史阶嚣的学术研

究及影嘀、社会贡献等状况均力求客现揭述，雨不属限于对该学科目爵状况的描

述，以较为充分地展现各个学科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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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堕入民大学溃宇晨营新~Æ之

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学术发展与积淀也是学科

的生命力所在。为了便于读者有针对住地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皖各学裂的发震与

成就，本书各章均力围以学术的发展为主线，以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为阐述的重点

内容。对于各个学科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体现学科整体的学术思想进展及影响，丽

没有以学者个人为平台展开陪述，但是，在对各学科的学术思想进行归纳君、结时，

尽量反映学者个人的思想特点及突出贡献。本书没有具体涉及学科队伍的整体演

变、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方面的内容读者可参考《中昌人~大学法学在院

史》。

本书的编写虽然准备时间较长，也凝聚了各学科相关教研室的集体智慧，但由

于涉及E广，内容庞杂，编者掌握资料也不完全充分，因此，对于各个学科发展的

阐述在诸多方面都难免存在遗漏、不准确或错误之处，对此，还望击者和广大学界

同仁予以谅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发展与学术的进展，始终离不开国

内外法律院校的支持与帮助。我钉在对中吕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进行历史因顾与总

结时，特别是对各个学科的学术患摆进行提炼时，可能涉及一些对学科地位、学术

观点、见解及其影响的评价，这垫评价有的时候会涉及其他院校学者现点的评价

等，由于编者能力的摄制，个别地方的表述也可能存在不甚妥当之处，亦望得到广

大兄弟法律院校，特到是学者们的包涵。我妇将以本书为基础，积极吸纳大家的意

见，使本书内容不断得到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缩写缰

201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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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涯" (代序}雪慧

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 (代序)

韩大元

经验表畴，学术发展到一定盼段，有可锺形成特定历史时攘的学报或流派。本

文所说的"学派"是捂具有相同的基本立场、相似的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研究风

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贯性、传承'这的学术团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派的形

成是学术成熟与发展的客观挥志，既是学术共同体自觉意识的表现，也是推动学术

研究多元化、中国化的内在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菌折发展，中国法学无论是在知识产出的数

量上还是整体学术水准上都有显著改观，各种学术器体、学术患潮百家争鸣，撞动

着中国法学在较高层次上的持续发展。尽管人们对中国目前是否存在成型、成熟的

法学学派或流派持有不院看法， f旦有可能达成的共识是，推动中国法学学援或流派

的形成，就是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是学术团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为新中国法学研究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和参与者之一的人大法律人，在六十年的发

展历程中，不断创造与职淀智识与传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中雷法

学的"人大学派"①蔚然大观。尽管"人大学派"的表述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看法，

垣这既是对人大法律人六十年学术研究勇史的客观凝炼，也是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

典塑缩影，更饱含着对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深切期许。

一、 人大学派的影成与发展

自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至今，人大法学巳有六十年的历史。人大

学派伴随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涎生、发展商逐步影成，伴随中国法学的成长、成

熟而不断呈现自己的特色，日益丰富其学术内、涵。

(一〉人大学棒的学术传统

人大学派的影成具有多样化的学术渊源，不同学术传统的合流为人大学派的诞

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棋淀。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 1937 年成立的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

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创立的目的在于造就"革命的先锋队飞为抗战输

① "人大学派"是对人大法律人在不同历史对期形成的法学研究的方法、成果与学术风格的一矜概括与提

炼，是法学共同体中的一种学术派别，而不是指一般性的学术评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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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睡中取莫大-学渎学院专制以

送人才。当时，陕北公学中并没有法律系的设置。 1939 年，华北联合大学在陕北

公学的基础上组建成立，联大下设"法政系" (后改为法政学院) ，至此才有了旱期

的法律教育。 194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挟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

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第二任人大法律系主任的街思

敬教授成为廷安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授敬毛泽东称为"有正义感、有勇气、

有学问"的"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应当说，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

学的法律教育并没有影成规模和体系，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术传统庚产生的

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í旦是它奠定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础，这一良好传统和以

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的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正直奉献的精神传承至今，培育和感染

着一代代的人大法律人，成为人大法律人孜孜以求的吕标。

在人大学派学术传统的影成与发展过程中，朝陆大学的法学传统产生的影嘀是

不可忽视的。 1950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或立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中国人民大学拐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具有毒ij ~a法学

背景的一塾学者辛苦学生接受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理念，但原有的知识背景截然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早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些教师中，有些是来自于辑阻大学

的学子，分存在法理学、国家法学、法能史学、民法学等学科，也有一部分教婚转

入其他专业、院系及从事行政工作。①

人大学援最早参与了新中国法学教育、法学体系的建立过程，商苏联法学产生

的影嘀是广泛而深蔡的，同时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中介扩大了苏联法学在中匿

的影响。

1949 年 12 月 6 日，政务皖在《关于成立中国人畏大学的决定》中指出:为适

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清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先进的建设

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画家的各种建设干部"。为了培

养新中国法律人才，人大法律系教师不仅翻译了苏联的诸多法学教材，还聘请了十

多位苏联专家直接讲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专家在翻译的帮助下直接教授人大法

律系的教师，再由法律系教师教援中国学生，其闰经历了一个知识的转型。以或立

于 1950 年 8 月的国家法教研室为例，为了更好地理解苏联专家的讲义，教研室理

论联系实际，制定了详结的研究步骤:首先，主讲教员要在掌握苏联专家讲义的精

神实贵和科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讲授提纲;其次，将教学提纲在

教研室预讲，由教研室握织集体讨论;最后，教员之间相互旁畴，努力改造教学。②

① 如法理学有尹平(刘文俊〉、林景仁、柴钟麟、孙国华、X1J家驹、谢会泉等，国家法学有周遂蜂〈李笃

诫人王向明、谭叔辩、X1J新〈刘道荣〉、董琦、葛家瑛等g 法制史学有郝正字等s 刑事法学有孔钊(贾吕章〉、王

舜华、陈士豆、周亨元等;民事法学有唐世儒、关怀〈关家驹〉、赵中孚、郑立(郑云他)、王错、陈逸云〈王显

泽〉、图学成、李景森、胡金书等; 1f!J侦方面有周惠博等g 系办公室有徐卓世、曹重二兰等。参见薛君度、熊先觉、

徐葵主编<<法学摇篮二一朝阳大学>>.增订版. 125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② 参见《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 1950 年第一学期工作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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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厘法学的"人大学猿" (代津}尊重

这一方法不仅有利于曼苏联的理论向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同时也但进了法律系教师

之间的梧互学习，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贯性。

(二)人大学禄的早期发展 0950-1978 年〉

从 1953 年开始，人大法律系的法学教育目标开始萌礁，强调法学研究与教学

的主体性，力求实现苏联法学的中国化。 1953 年后教育部推出统一的法学课程，

提定法律系开设的课程中增加中国部分，如《中国与苏鞍法院组织法上《中国与苏

联民事诉讼法上《中国与苏联劳动法上《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上《中国与苏联婿政

法》等，开始注重课程体系中的中国元素。当时法律系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尽管

我们费用的教材以苏联的经验与提纲为依据，但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与苏联不

同，必须提据我国的具体情注加以完善。经过三年左右的知识权累，基本完成了苏

联专家子担子、边教边学的过程，讲义的编写重点开始从苏联部分逐步转向中国部

分。①从 1956 年左右开始，法律系各教研室组织了一些力量来编写各门课程的讲

义:国家法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国家法的讲义.. (辑稿〉在出版社公开发行，侯校

内参考的刑法讲义(拐藕)已经出族，员法讲义〈拐稿)开始分章印行，劳动法、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讲义(初稿)也在此间出版。②各教研室虽然写作经验

不足，但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充分讨论，集律编写，力求理论司实际相结合。这些

讲义〈拐稿)的完成使法律系在原有教学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琦于改进教学

方法、提高教学贯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体系的彭成

奠定了良好基础。

握着 1954 年宪法的实施和立法工作的如强，以中国法律、中国问题为研究对

象具有了可能姓。 1958 年后，人大法律系开始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军只摄开展学术研究。据统计，除了未付印的教材、译稿租资

料外，从 1958 年至 1962 年，法律系自编教材和教学大纲 27 部，翻译教材和教学

大纲 2 嚣，专著 12 部，告编参考资料和文捷 43 种，翻译参考资料和文擂 26 种。此

井，各教研室教师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并且有比较多的合作作品或教研室集

体作品。例如，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有孙国华、郭宇蹈、周麓合写的《党的政策

与法的关系>)，国际法教研室有集体合写的《现代国际法的概念和性质)}，民法教研

室有终柔、杨大文合写的《十年我国婚姻制度的发展))，刑法教研室有集体合写的

《对中华人民共和哥刑法总则讲义的初步检查队等等。这些论文固然带有一定的历

史局限性，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嚣法学研究的水平，对新中国理论法学、部

门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璃。对人大学派的形成市言，这种集体合作的教学、研

究方式具有强特的优势，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

① 参见法律系 1955 年《关于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总结》。

② 参见《法律系大力编写讲义>>.载《人民大学周报>). 195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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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果，人大学派以其独有的西貌发出了中国法学的时代新声 D

(三〉改革开放后的人大学派 (1978 年至今)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重建，人大学派重薪活跃在中国

法学和法制建设的舞台上。这一时期，人大学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除

段，即 1979-1994 年法律系时期和 1994-2010 年法学豌时期。前一时期情值改革

开放之拐，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的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努力拚

搏，辛黯耕耘，推出的学术成果影响力持续至今，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尊重。这

一时期产生的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法学家，如著名民法学家佟柔、著名马克

思主义法理学家孙国华、著名中国法制史学家曾宪义、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著名

刑法学家高铭睡、王作富、著名经济法学家潘静成、著名诉讼法学家江伟、程荣

斌、著名物证技术学家徐立棍、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郭寿康、著名婚娼法学家杨大

文、著名外国法制史学家林搭年、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刘丁、著名战争法学家朱荔

蒜等等，他1fJ作为本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租重要参与者，银好地扮演了完善法学理论

捧系和法学教育体系的角色，在我匿法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中留T了浓重的笔墨。

后一时期，人大学援在各千法学领域迅猛发展，以开放的今态、医际的视野参

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法学发展进程。老一辈法学家继结以饱满的热靖笔耕不辍，

态度之严谨、成果之创新均为时此之先。新一辈的中青年学者茧壮成长，日益成为

当代法学界的翘楚。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在不同层噩上反映了人大学摄的学术影响

力和贡献，也促进了人大学凉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 人大学派的学术贡献

六十年来，人大学深与新中国法摇建设、法学教育、法学发展同步而行，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贡献和成就彰显了人大学深的学术风格与社会责任，也激
崩着-1-t又一代人大法律人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不新践行立学为民的崇高使命。

(一〉对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

在薪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上，人大学报无法被绕过，无法被取代。如前所述，

早在新中国或立之初，人大法律系就担负起苏联法学中国化的重任，成为新中国法

学教育的"工作母机" 20 世纪 50 年代，人大法律系教师在苏联法学经验的基黯

上，结合新中医的立法实际，出版刊行了一系列教材和讲义。例如，人大法律系教

师编写的国际私法教材曾是我国外交系统出国人员的必带书目，还被耶鲁大学等著

名大学法学院收藏。 1980 年开始，司法部、教育部开始组织全国政法皖系骨干教

部统编各学科教材，人大法律系教挥全面参与。从 1980 年 8 月至 1982 年 10 月，参

编教材 21 荐，撰稿者计 31 人次，其中主编 5 人，副主编 9 人。其他的主编、副主

编也多有人大法律系的教育背景。时至今日，法学教材的编写写苦苦自主，种类和层

次也多种多样，但人大学者编写的教材一方面注重学理探究，注重法学基本知识的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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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强揭基黯理论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也注重中国自身问题的捏握，注意捏握立法、

法学研究以及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以其科学的原理性、深岸的基础性和高度的

前沿性雨保持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形成了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材体系。

人大学派对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为医家播送了大量法律人才，还在于

持授着一种先进的法学教学方法，传播着一种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大法律系就影成了大课、"习明纳尔丹、辅导相统一的

教学方法。大课是中哈环节"习明纳坛"和辅导紧紧围绕大课进行，为大课摄务。

"习明纳尔" (seminar 的音译)是在系统的大课讲授后用来复习的有效方法，作用

在于栓查学习、加强复习和应用，在巩菌教学效果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上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菌。①在互联同兴起之后，其又或为重要的教学工具。目前，人大法学

皖共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四项(民法学、中国主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

制史) ，北京市精品课程六项，建设了中国克离法律网等二十余个具有教学与研究

多功能的学术网站，充足的网上资费、使人大法学院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成果能够与更

多人分享。

在法学教育理念上，人大学派倡导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学生是教育之本，

是学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培养人才方匪，人大学援不遗余力，坚持教授为本科

生授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基础和前沿知识传递给学生。同时培养其基本法学素

养，训练其法律技能和法律思维，让他{门学会甭法律患维分析现实问题 ， 1吕成保障

人权、维护公平、体现宽容租尊重提则的意识，提真法律职业锋养和社会责任感。

(二〉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人大学派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是有吕共睹的。首先表现在广泛地参与立

法、提供各种决策咨询。新中国法制建设拐期，由于人大法律系在中国法学界的特

殊地位，人大学振直接参与了宪法和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律。如 20 世纪 50 年

代，国家法教研室的许崇德、董成美被告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资料编辑组工

作，吴家麟、王向明、蒋碧I%等也参与其中。改革开放之后，人大学派对国家立法

的参与更为广泛。如许崇德参加了 1979 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辛苦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的起草修改， 1982 年《宪法》的修改工作;高铭瞎员。全

程参与了我国刑法典的历次起草工作，为 1979 年刑法典的制定和出合作出了重要

贡献 p 关怀 1979 年参撞了《劳动法》的起草， 1981 年参加了《工会法》的起草;

赵中孚自 1979 年起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试探稿〉

的起草工作并担任副组长 1986 年，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颈布，其立法

过程包含着佟柔、赵中孚等学者的学术贡献;郭寿襄全面参与了《专辑法上《商标

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儿《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

① 参见刘经字((中国人民大学的"习明纳尔巧，载《人民教育>>， 195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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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是我国堆一一位参与了几乎全部重要知识产权立法的专家。人大学者参与的立

法数量之多、层次之高难以充分列举，其辛辛有贡献，是能够准确捏握中国实际需

要，及时把握握际学术发展动态，并将二者告当地结合。

人大学援除了为国家法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之外，还培训i了大量的执法人

员、司法人员。例如.从 1988 年起，根据教育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联合决定，人

大法学院与国家法官学皖合作举办高级法官培制班、进穆班，开始了有针对性的专

门培谢。此虽还对检察院、行政就关等各级各类机关人员进行了培训，成为中国法

律职业教育的重要基地。

人大学援在普法宣传教育中也是一支重要力量。人大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孙国

华教授是到共和国最高讲坛一一一中南海讲课的第一人。截至目前，人大法学院教障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讲课共有 15 次之多。这既是对人大学派学术

影响力的嘉许，也有助于在全国莲围内进一步倡导尊重法律的良好风气。

〈三)对建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贡献

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代表性是判断一个学援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规

模较大的学术团体，人大学深在各学科都有或曾有过代表性人物与学术思想。倒

如，佟柔关于民法谓整关系的观点，认为民法"本质上是调整当时社会中商品关系

的"飞孙国华认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

的叼;曾宪义论证了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与"多层次"性，提出 "J1i镇重使用

民!可法一词'气朱荔蒜论证了古代中国战争法的人道观念和价筐;许崇德认为"宪

政就是依照宪法丽实行的民主政治"飞离铭幢认为"在自前中国的国情下，西要件

猩罪构成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飞等等。在法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中，人大学派总

是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厚的学术温养、开放的学术胸襟提出和论证具有说殷

力的理论，这些理论大都成为通说或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在传统法学领域之

外，人大学者开拓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如曾宪义的"台湾法"研究，法史

学家张希坡的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对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劳动法、经济法、

南法、婚姻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匪均有专口著作。又如王利境的"民法典体系

化研究"、余劲松的"国际经济法体系"研究、朱景文的"法律与全球化研究"、刘春

型的"知识产权基本落畴的研究"、史际春的"经济法学科地位的理论论证"、陈卫东

的"司法改革理论体系化研究"、张志铭的"中国法律体系建构及其法律解释理论"、

莲悔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等已经成为人大学涯的重要学术特色。

人大学摄对构建新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贡献，还体现为推进法学研究的

① 佟柔<<民法的对象及民法与经济法规的关系>>，载《法学研究>>， 1979 (4) 。

② 孙国华、黄金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载《法学))， 1996 (1)。

② i午崇德((宪政词辩)，载《法学杂志))， 2008 (2) 0 

③ 离铭喧((论因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载《中国法学))， 200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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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与中国经验的双重维度下，中国法学研究西临着

摄取人类法学经验、提练本土法治元素的新挑战。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团

体，人大学深在法学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

实现研究对象的本主化，以中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王军

象为研究对象。例如对中国法能现代化特点和途径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嚣

化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对中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等。其

二，实瑛概念与内容体系的本土化，实现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化。如对人权理

论的研究突出中国传统中的人权要素，批判地吸收西方人权学说;对刑事政策的研

究以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为基础，倡导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能;对民法与经济

法关系的研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据，倡导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

有权相区分的物权法律关系等。其三，实现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体现法学研究的规

律和特点，坚持范畴与体系的统一、政治与法律的统一、评述与借鉴的统一、阶级

与历史的统一。其因，实现研究成果的本主化，认真、严格地开发中国法学知识，

撞动中国法学发展布法治进步。如在社会转型时期，信导建立符合国情的劳动和社

会保肆法律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组导 WTO框架下的

知识产权保护对策;为解决刑事司法癌疾，首f昌引人保释制度，成功引进证据开示

甜度等。人大学据历来重视理论的解释力与改造力，倡导研究的规范化，努力实现

对象、落畴、方法、体系、理念、领域的协调统一。

在法学研究的平台上，人大学援还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表平台。 1986 年，

人大法律系在《学员之家>) (法律版)的基础上创办了《法律学习与研究》豆豆月刊

杂志。 1993 年后， ((法律学习与研究》更名为《法学家>>，截至 2010 年 8 月共发行

121 期，已经成为一份厚重、开放、前沿的法学理论刊物，既是老中青法学家的论

坛，也是培育未来法学家的自埠，在海内外享有颇高知名度和美誉。

〈四〉对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贡献

尽管法学研究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尚存值得辩驳的空间，但毋焉

置疑的是，如果不能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力和改造力的理论工具和学术传统，必然无

法立足于世界法学之林。只有以拥有立足于本国皆靖并依赖本国文化背景产生的原

生法学建论为前提，中国法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因而，人大学派所追求的法学研

究本土化本身就是对世界法学的贡献。

f旦是，人大学夜不会满足于此。人大学派出其特有的住势，大力撞动中国法学

界的国际交挠。首先便是"请进来飞请来了大批外匮法学名家，介绍国外法学的

最新进展，同时也让她钉了解中国法制，研究中国法髓。如 2000 年 12 月 3 f3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21 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庭院长论坛"即是典型一例。

人大法学茹已经启动了薪一轮法学院国际化计埠，将通过多方雷举措提升法学院的

国际先程度，努力建设一所国际一挠的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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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匮法学走向世界，一重含义是交流，另一重含义是输出我们的学术成果。人

大学者们以学术交流的形式与世界法学前沿保持紧密联系，通过英语、德语、法

语、吕语等外语写作，或者将著作译成外文、在 SSCI 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

文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法学的发展动态，分析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走向国

际的不仅是学者和学术成果，还有青年学生，他们通过国际学术交捷访问、国际性

锺织机构中实习、工作等形式，展示中国法学教育程法治发展的成就。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 ((中胃法学前沿扮是人大法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摄的

英文法学学术期刊，是我国睡一在国际上公开发有的英文法学类学术刊物，在国际

法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好评，是向国际社会分绍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和窗口。

三、 人大学派的学术特色

六十年来，人大学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成为特色鲜明的学术共同

体。总体面言，人大学派大致有如下几个方噩的学术特色。

(一〉研究立场以学术理性的坚守为基础

在学术研究中，人大学者始终捏握学术自由与问题意识的平衡，以尊重现行宪

政体制为出发点，立足国靖、倡导学术自由。这种理念使人大学派整体上影成了学

术风格厚重稳键、务实谨慎，不漏狭、不激进，理性、建设性重于批判性、解构性

的风格。

中国人民大学早期取法苏联，从诞生之初，人大学派便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

法学的教育，并担它体现在学术与教学过程之中。当时所选用的教材是苏联教材，

如法理学叫做"国家与法权理论押。以孙国华、谷春德、吕世伦等为代表的研究囡

队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边位，马克思主义法

学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影响深远的成果。

当然，学术研究上的建构性学术风格并非意味着人大学报缺乏反思与拉判，也

不意味着人大学深单纯院庸于政治现实需求。客观雨言，人大学派从不缺乏批判的

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只是这种批判精神建立在建设姓与建构性的态度之上。倒如，

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大学者们进行了"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在

制定《涉外经济合同法》时，郭寿康主张适当情况F可适用外国法，这在当时还是

一个难以突暖的禁区，但他的建议在 1985 年《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得到采纳，

1986 年《民法通员们的有关章节也吸收了他的学术观点。人大法律人有着强烈的

社会责任惑，治学报国、立学为民的4情结萦绕于人大法律人，心头，他们对于国家与

社会总是担持理性、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态度。

〈二)研究目林以中萄问题为出发点

在学术研究中，人大学摄一直以中国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为自身研究的基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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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试图以此发展出中国自身的法学理论体系。旱在 1952 年，当时的政法委员会

根据董必武的意见，给人大法律系致信专门谈到"更好地求得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

革命实际的结合"①。如何将外国法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实现其中国化，成为

中国法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历史提命。最近十余年来，法学界的中国意识逐革开觉醒

并吕益增强，这股思潮迅速嘱起，俨然成为强势话语。一些学者提出要研究中国的

问题，构建中国的话语。这些学者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寻找并坚守消失的主体地位，力图打破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学术格局，摆脱对西

方法学话语和学术资源的片面候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构

建自己的法学理论捧系。

人大学握一直努力把握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研究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强有问

题，汲取中国法制历史的有益经验，楝理分析中国法学研究者的论述，而非动辄盔

引外文著作，生硬地比较借鉴，忽视制度背后的价值与事实。以中国法治自身问题

为对象，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假设，如此才能充满浓厚的中国气患，形成中匪的法

学学派。人大学派始终倡导从问题出发的研究方法，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始终置

于中国当代的背景之中。

树如，佟柔的"商品关系说"已经成为经典的中国民法理论z 曾宪义十余年来

一直撞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部将出殷的十卷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丛

书，标志着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的体系化;高铭喧主编的《刑法学京理>> (三卷本)

是刑法学理途体系化的标志性成果等。关注中国、关注现实际题的学术传统，也深

刻影望自着中青年的人大法学学者。例如王和明致力于"民法典体系化"与物按法理

论体系的建持;拣卫东致力于通过司法程序改革治理超期羁挥、刑讯逼供等刑事司

法癌疾:范铺致力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杭制研究，在研究风格上以实证研究方法为

主;胡锦光致力于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等。

法学中国化逻辑的自然结果就是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既是法学研究专主主

化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意识的反映。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大法学院就与最

高人民法院合作，于 1993 年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0 <<中嚣审判案例要览》

每年从全国数百万个案割中精选出国百多个有代表性的判决，分到用汉字匍体、汉

字繁体、英文出版，每套达 1 200 万字，对于宣传我国法制建设、规莲各级人民法

在司法审判、丰富高校案倒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中，人大学派一直十分重视

案例教学法，开设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系列案例课，编写了案

剖教材，还出版了《判解研究上《中匮宪法事倒研究》、《刑事法判解研究》等多种

连续出殷物，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法学的一般原理加议分析，凸显了中国

法治和法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和特色所在。

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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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脉络以多样化的法律文化传统为背景

从法学知识的传统看，人大学派的背景与渊源是多元的。 1950 年时，人大学

派主要以苏联法学为蓝本。苏联法学露于大陆法系的一支，这又从内容、方法、体

系上确立了大陆法系的知识踪络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大法学院对外学术交流

的广泛开展，一批中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到国外著名大学法学院深造，给具有多样

化学术传统的人大法学院增添了薪的学术风格，撞动了法学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多样

性，实班了以大陆法系为知识背景和学术谱系的转塑。坚持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份

值观，倡导不同法律文化传统与知识背景，确立多样化的知识脉络，力求使人大学

派学术研究保持体系完整、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同时还能保持适度的开放性。

(四〉研究方法以文本和规范为中心

从研究方法看，文本和规范在人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整体上

看，人大学派的研究是围绕文本和娱范展开的，尊重宪法和法律，尽量避免那种抛

开文本而高谈阔论式的研究风格。这种围绕文本和规范的研究进路，某种程度上可

谓是法教义学立场与传统的因归。法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强立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就

在于它是从法体系内部来观察、分析法律现象，而不是像其他学科，如政治哲学，

是对法律现象的外部现察与理解。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理解和阐释权威

文本。在持这一学术立场的研究者看来.00对法律文本，探析文本背后、文本之

上、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价值与事实是法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这种围绕规范、尊

重文本的法教义学立场一定程度上反换了人大法学的基本风格与方法。在其哲学基

础上，这种研究风格的实贯是尊重妓范的思维与方法，它与客观性、确定性、建构

主义等价值紧密联系。

一般西言，部门法的研究者较之纯粹理论法学的研究者更为重视和强调文本与

规范，而在所有法律部门的研究中，恐怕宪法学研究容易忽视文本，容易在合法性

与正当性价值之间处于不确定状态。 {13是，人大学派在这方重恰恰表现出远然不同

的特色。坚持以法律文本为中心、以规程分新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标志

着法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迈向规范化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无法因避的

基本问题。

与这一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释法"思维而非"修法"思维在人大法律人中更

为普遍。当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之时，尊重实定法的逻辑思维结果就是谨模地对

待法律的立、改、废，在窥范与现实发生冲突时，采取解释与穆改并重的立场，只有

二者的冲突严重到在法律文本的含义远围之内无法获得有效解决之时，修法才是优先

选择。面对从"立法时代" r再"解释时代"的转变，人大学派开始建构法律解释学的

体系与程序，希望通过立法与解释并重的模式，探求中国法治发展的未来道路。

(五〉研究取向以基础原理为重心

在研究取向上，人大学派普遍重视基础原理的探讨，力求以学科的基本范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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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构建学科体系，使人大法学的发展始终建立在浓郁的文化与基础原理之上。毋

庸讳言，当夜中罢法学的基础较为薄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不足。人大

学派一方面关注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同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力闺秀实理论解释力

的基石，是人大学派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标。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人大学派已经影

或了一系列其有体系性的学说现点，或处于中国法学的通漠地位，或成为探讨中国

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流涯。以原理为重心，一方面是从中国法治实践中发现原理，

另一方臣是从屋外制度和理论的比较借鉴中转化原理，词时也对法律制度的技术性

问题保持足移的重视。

在基础原理的研究中，人大学派最重要的或就莫过于建立起各部门法的学术语

语与体系，以其对法学学科发展规律的宏现把握，对部门法学科的准确定位，对彭

成和完善各专业学科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法学的体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 1987 年，潘静成、芳:文华主持编写《经济法基黯理论教学大纲))， 1993 年编写了

全国第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法基本概念、范畴与学说

钵系，率先构建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 1989 年程晓霞的《国际法的理论问题》是

系统地阐述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著作;等等。在很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中，

人大学深还凭借自己特有的优势，准确地re握世界法学发展动态，在差射中寻找共

性，开展原理性的总结、提炼和探索，及时吸取对中国法学学术体系发展有益的经

撞。在各个部门法领域，人大学派都有代表性的原理性论著，有些学者学术观点的

引用率名列前茅。或许，也只有这种基础原璋的研究才能保持较为长久的生命力，

更有现实解释力和历史穿透力。

(六)研究成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tlt界与衰实tlt界相融合，一直是人大学派的优良传

统。这一传统既表现为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不做脆离实际的学问，不写元提基的文

章;也表现为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实践成果，有力地推动实践发展。在这方

面，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人大法学家积极参与国家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工作。新

中国的法制建设几经曲折， 2010 年中雷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在这一过程

中，立法是法制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动力。面对社会对法律的追

切需求，人大学派关注法律体系基础性原理与实践理性问题，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整体问题作为研究课题。①推动立法是人大学派的重要时代使命，也

是其不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握泉。或许正是因为人大学派有机会深入参与立法，也就

有机会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法能建设的现实问题，更为深切地理解中重法律与法治

发展道路的法特性，这也为准确阐释和适用法律提供了背景，为人大学派的整体学

① 其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报告)) (朱景文、郭大元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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