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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腿正义》初版印数不多，三千，似乎面世不久就脱售了，一直未重印。
常有读者来信问起。
现在终于再版，趁机做了四件我认为要紧的事。
一是订正手民之误。
我的原稿是手写的繁体字(小时候临帖养成的习惯)，输入排版容易看错。
这次请南京大学杨君全强帮助，整理了一份简体字word稿，修订和编辑都方便了。
二是找了三十多幅插图，增加阅读趣味，同时也希望对读者理解或欣赏书中论及的一些政法策略、神
话传说和外国文学作品有所启迪。
    第三，添加新的内容。
我素来不爱作“孤文”，老觉得书稿计划外的零星文字犹如下围棋走出孤子，是“子力”不足甚至“
恶手”的表现。
可是习惯挡不住形势，每年都会“破例”写上几篇。
五月底长周末(阵亡军人纪念日)，把近年发表的孤文捡拢来看了一遍，发现多数可同《木腿正义》的
两个题目法律跟文学衔接。
于是有了“增订版”的想法。
体例不变，仍旧分上下编，上编研究法律(包括法律教育、法学方法)，下编讨论语言文学、宗教神话
等。
这样，一共增补了十五篇，在目录中以一空行跟初版的文章隔开。
而全书的内容，自一九八七年迄今，恰好二十年，大略可算一份读书心得和思想轨迹的记录。
    第四，旧文的缘起，初版没有说明，我想应该补上。
上编开头的四篇，原载《读书》杂志，是沈公昌文先生和赵丽雅(扬之水)女士多次来信关心督促的结
果；回头再看，有点像《政法笔记》的预习。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等五篇，先后发表于(英文)《香港法律学刊》、《二十一世纪》、《中国书评
》、《北大法律评论》和《中国文化》，侧重法学方法。
下编《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等六篇，本是为郑培凯教授创办的《九州学刊》作的书评。
《九州》可能是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界惟一的汉语人文学刊，郑先生把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前辈学者几
乎全请到了。
他们也大力支持，不仅赐文争鸣，还多次在哈佛燕京礼堂以学刊名义举办讲座；记得有王浩、张光直
、杜维明、余英时、许倬云、高友工、张充和与傅汉思先生。
李耀宗老师把我介绍给郑先生。
我问郑先生写什么好，他说缺书评。
我就写了五篇一组，借书评的形式，结合当时在哈佛的学习，介绍一点欧洲中世纪文学和晚近的研究
。
写到第六篇(评友人哈金的诗集)，考取了法学院，才停了笔。
    新增添的文章，写作背景各篇自有交待，此处不赘。
    除了上述诸位友人和各篇尾注提及的法学界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彭伦、陈佳勇、汪庆华、沈明四
位先生，谢谢他们就拙著《玻璃岛》、《政法笔记》和《创世记》所做的采访。
彭伦先生另有一篇《创世记》采访，已经收在我的新书《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6)，
这儿就不重复了。
    内子抽空通读了全书，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尽量不动原稿文字和语气)，使得增订版增色不少。
    最后，这本小书也是对所有那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的高贵灵魂的一个纪念。
    二○○六年六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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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谈法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
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强，也包括一些访谈文章。
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社会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法学与文学功底，结合法律和
文学个案，立足社会现实，以其一贯犀利的笔锋为我们展示了法学、文学、法律与文学不一样的图景
。
一如作者此前的著作，书中同样配有30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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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
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
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业余写作。
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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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法学向来有“幼稚”之名，业内人士并不讳言。
但衡量一个国家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准，除了看从业人员整体的学养和品质，主要还是看它的代表人物
和代表作品。
比如，美国，我们说它的学术如何如何，无非指它的顶尖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
若是把全美国四百二十五种学生主编的法学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一总儿拿来细算（美国法学院的传统，
学术刊物一律由学生办），情况便大不一样了。
美国学者自嘲说，一年到头雨后春笋发表的论文当中的多数，读者恐怕不超过五个，即作者的职称评
定委员会的评委。
中国的法学研究，滥起来当然没有让美国佬占先的道理。
毕竟，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
可是同时，近年来中国法学出类拔萃的少数代表作，其成绩之骄人，又是举世瞩目的。
不读这些作品，就不知道中国有一群脚踏实地、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法学家，不知道他们的关怀之
广、抱负之大、于学术事业的信心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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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如作者此前的著作，《木腿正义》(增订版)书中同样配有30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了阅读的趣
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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