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人奥里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盲人奥里翁>>

13位ISBN编号：9787301186442

10位ISBN编号：7301186444

出版时间：2011-5-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龚祥瑞

页数：3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人奥里翁>>

前言

　  前言　  《龚祥瑞自传》的书稿，先生放在我这里已经有16年了。
先生也已经仙逝14周年。
近年中，国内一些学者渐渐知道先生有一部自传稿在我这里，希望一睹遗墨，也有朋友提出帮助去境
外出版。
我一直没有这样做。
因为先生有嘱，此稿理应在大陆首版。
这次有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编辑诸君的支持，这本有重大价值的遗稿，能够在先生谕学时间最
长的北大出版，终于有望能让更多的人静静地品读。
先生有知，当在天国嘉许我终于完成了他的临终嘱托。
　  1996年8月末的一天，方备师母来电，说龚先生在北大医院行将不起，很想见我一面。
我匆匆从杭州飞京，见到先生时，其生命之树已将凋零，而其思想的火花竟是如此的年轻和蓬勃。
他不顾我的一再劝说和阻止，忍着严重的哮喘一顿一喘地竟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留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追求，太多未竟的心愿。
他想用这有限的时间告诉我他最想说的话，用他最后的人生之精气。
他说他是古希腊神话中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可惜已将没入暗夜，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
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
他说他已85岁多了，此生已无法看到。
他说了国共两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得与失，说到了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
到了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
他说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而没有出国受过教育，只知中国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国。
我看着他白发下枯槁的颜容，知他的生命行将逝去，不禁悲从中来。
而身边除了方先生，静静的病房竟如此的清凉和简陋，此时这位北大名师面前已没有听众。
　  随后，他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ldquo;盲人奥里翁自传&mdash;&mdash;龚祥瑞&rdquo;，以
及&ldquo;题解：盲人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
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
我非常的像他。
&rdquo;这是他为两年前交给我的《龚祥瑞自传》所作的题记，实为最终的嘱托。
他的轻轻的、欲言又止的似不经意的托付，实在蕴含了他热切的希望。
他说有生之年见不到自传出版了，希望我帮助再努力一下。
如果实在困难，也罢了，就放在你这里，先帮我保存着。
我不忍心告诉他我在出版社的碰壁，也不忍心还他书稿让其失望，告诉他总有完成他心愿的一天。
我说实在不行可以带给海外的朋友帮助出版。
他说不要，这本《自传》一定要在国内出。
我怅然回到杭州，知道已成永诀。
不久听闻先生已逝，后从宁波大学一则校志中知道先生的追悼会是9月6日。
我无缘送别，唯有默默遥祭，将先生遗著珍藏。
　  我并非先生正式的门生。
1977年我考取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法机关从政十多年。
1993年到1994年，我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行政法，担任高级法官班学习委员，负责联
络授课的教授名家。
　  国内有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大家，国外有法国行政法院法官、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等
著名法学家。
其时龚先生已经不设常课不招研究生，以八十以上高龄，曾为我们高级法官班讲授西方宪法与行政法
，因此我才得有缘常聆先生教诲。
先生家常有一些年轻硕士博士主动上门求教，因此我更多的是在他家中听其阐释法学思想，传业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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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组织了上一期的高法班学员和北大的博士、硕士生进行了全国性的行政法治的实证调研，主编出
版了《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因为这层机缘，我得有机会常在先生书房深谈。
蒙先生偏爱，竟对我的来自司法第一线的一些思考褒扬有加，建立了非一般的信任。
他对我的论文《统治意志还是社会契约》、高级法官班毕业论文《论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及其冲突规范
》（均已经收入拙著《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一书）进行了悉心的指导。
1994年我回浙江省高级法院工作时，先生拿出其两卷本《自传》托我，嘱我回浙江为其物色出版社出
版。
稿是复印的，全部已经打印好，并自己作了亲笔最终校正。
他说还有几章正在打印，随后寄我。
先生在稿中插了很多历史照片，由于复印的缘故，都成了黑白的。
我想等找到出版社，可以向先生要原稿和照片。
但北大医院的临终告别，我已不忍心再问他原稿的去向。
我想原稿应该是先生作为珍贵遗产更为妥帖交付他人了吧。
后来，先生又嘱美中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戚云芳先生来杭见我，给我授权书，说：&ldquo;这次戚云芳先
生返国过京，我请他将自传改正稿带到你处，不论有用无用，总需&lsquo;叶落归根&rsquo;，就存在你
处。
为此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就请你代劳了。
&rdquo;并将其余章节书稿寄我，嘱我对其宪政论争的若干章节中已发表的文章进行搜集补勘。
先生离世不久，听闻方备先生亦已仙逝，欲得照片、资料已属难事。
先生自传就一直静静躺在我的书斋里，未能付梓。
每每念及，心中惶然。
　  2008年秋，国内外媒体发表了李克强副总理对当年北大老师龚先生的片断回忆，恰逢戚云芳先生应
邀回国到杭州出席国际金融高峰论坛，又约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晤面，话及先生书稿，一致觉得是
到完成先生遗愿之时了。
　  我毫不怀疑，先生这本自传注定将传世。
其法学家思辨的光辉、纯洁而善良的灵魂、独立而理性的思想、对自我的忠诚的解剖、横跨国共两个
时代的真实的史笔、优美的中西底蕴的文字表达，是一般纯传记文字很难企及的。
可以这么说，这本自传是先生为数不多的重要法学著作的另一风格的版本，甚至是最全面的一个版本
，是后世研究他的人们、研究中国宪政史的学者所不能不读的。
他的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独特历史、挟庚子赔款之余惠公派留洋而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以及说不上
是正剧还是悲剧的人生命运，也永不可能再复制。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界自由知识精英的一个难得的全记录，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除了亲聆过先生教诲的一些学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思想者和法学大家是一种怎
样巨大的损失。
　  这本自传，可以当作一本法学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来读。
先生在世并不闻达，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学术光环。
但学者的地位，不是以他的职位和在世时的权势来论定的，而是看他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当代学者中
处于怎样的一种思想前沿、他的法学思想的历史厚度、他对后世学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读了他的自传，我们会了解包括龚先生在内的他们这一代跨时代法律人所进行的探索和追求，他们的
迷茫和思考，他们对未来中国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构想。
　  这本自传，还可以当作一本小说和抒情散文来读。
作者对宁波故乡市井的斑驳回忆，清末民初教会学校的苦读，柔石笔下《二月》般淡淡的初恋，像弗
洛伊德一样把自己的恋爱也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研究的奇怪的&ldquo;法学家式苦恋&rdquo;，留学
英伦地中海航线上茫茫大海中的乡愁，恩师钱端升对他的人生扶助和影响，青春年少时的同窗王铁崖
和楼邦彦在伦敦经政学院的求学身影，巴黎学生公寓中听闻北平沦陷及南京失守后的痛苦，西南联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人奥里翁>>

西撤时的颠沛流离，动乱年代陪都重庆的官宦人家的悲欢离合，战乱后方昆明春城的曼妙，西山和滇
池远离尘嚣古刹中的政治学著述，与蒋经国父子的交往，同丘吉尔进行政坛角力的他的导师拉斯基教
授的风云际会，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研究
和设计，告别旧政权时不去台湾留在北大迎接中共新政权的诞生，他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交往，以及他
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ldquo;大跃进&rdquo;、&ldquo;文革&rdquo;、宪政研究和由此引发
的论争，各个时段的真实记录，无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而这双眼睛是常人
很难企及的一个法学家的眼睛。
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的虚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阅读魅力。
　  交出书稿时，我对出版社的唯一一个要求是不能删改这本自传的内容。
我期望留一个真实的全本给我们的读者，也完成先生的一个夙愿。
北大出版社充分尊重了我的要求，只对极少的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处理。
当然，我和责编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差误作了一些订正。
书后，我整理了一个《龚祥瑞年谱》附上，以便读者了解。
期望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引领更多的法律
学人步先贤余泽而前行。
2011年的7月3日，是先生百年诞辰。
也是中国的辛亥百年。
两岸都在纪念这一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一个只做学人不做官的先生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陈有西谨识于杭州宝石山麓2008年冬月2010年秋月补记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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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是龚祥瑞先生对其一生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风云变幻的20世纪法、政、
学界的回顾。
龚先生以笔端带着感情的语言向读者追述了自己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生经历：在教会学校青涩的苦读
、青春时在清华的求学、留学英法的经历、回国后经历的战乱、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在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经历的公务员生涯、解放军进城后留在北
大迎接新政权的感受，以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和由此
引发的论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各个时段的真实记录，无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生动再现了20世纪中
国法、政、学界的风云变幻和坎坷求真的人生体验。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这部自传写尽了龚祥瑞先生和他的时代的荣辱与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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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祥瑞(1911—1996)
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
1911年7月3日生于浙江宁波，12岁入读美国浸礼会所办浸会中学。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
1935年，与同学楼邦彦合写《欧美员吏制度》出版。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派留学，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
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
1938年，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
1939年夏，回国受聘“西南联合大学”。
1948年夏，到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
1949年12月，到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
1954年，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回校任教，曾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
1968年，被发往江西省鲤鱼洲劳改农场教育改造。
1971年—1981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
1980年重返教室，为北大法律系77级、79级学生授课，讲授《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
1982年，开始在北大法律系招、授研究生。
其后数十年，其弟子多成为中国学界、政界享誉国内外的杰出人物。
1993年7月，开始写作《龚祥瑞自传》，历时三年完稿。
1996年9月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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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回顾集1911—1948
第一章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3 另一个世界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5 宁波华美医院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第二章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2 我的良师益友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8 家庭悲、惨剧
第三章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2 告别教会学校
3 改学政治学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第四章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5 清华的学风
第五章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2 得失萦怀
3 备考概略
4 临卷反应
5 录取后的实习
第六章出国
1 乡土之恋
2 再见！
上海
第七章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2 赴英旅途见闻
3 乍到伦敦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5 话说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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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2 在索耳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第九章冒失留法
1 忘我之交
2 “都尔”行
3 “坐怀不乱”
第十章回国
1 在柏林
2 在罗马
3 归来
4 与父亲的永诀
第十一章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2 抵开远站之前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第十二章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1 恬静春城
2 在我孤独的时候
3 宏涛弟到了昆明
4 “行政研究计划”
5 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
第十三章“一碧万顷楼”里的一个夏天
1 昆明西山有两个大寺庙
2 阁楼上的书房
3 苗族“书童”
4 两个“单帮”老乡
第十四章到重庆探亲
1 先到江津
2 一切“心照不宣”
3 “未婚妻”给我带来焦躁和不安
4 舅母的判断
5 在北温泉竹楼的对话
第十五章在两个分校：柏溪——叙永
1 我结识了张汇文先生
2 神奇的“爱”情结
3 披星戴月访柏溪
4 在叙永的教学
5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6 吴晗先生走了“神”
7 在重庆求精中学举行婚礼
第十六章重返昆明
1 川滇道上遇故友
2 清华人喜气洋洋欢迎我们
3 昆明、昆阳一水间
第十七章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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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重庆等候蒋经国
2 两次招生工作
3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4 急流勇退
5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第十八章接触实际
1 平生第一次的悠闲生活
2 对中国历代官制的反感
3 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
第十九章出国考察(一)
1 横渡太平洋
2 从旧金山到芝加哥
3 访问怀特教授
4 到了纽约
5 在华府访问文官考选委员会
第二十章出国考察(二)
1 重逢本杰明先生
2 访问TVA
3 在华人家里作客
4 重访伦敦、巴黎
第二十一章台湾、海南之行
1 话说台湾——美丽之岛
2 到了“二·二八”事件后的台北
3 到了新竹和高雄
4 榆林港的景观
第二十二章重返北平校园
1 我下了决心
2 有朋自北方来
3 一次重大的转折
4 安顿家务
5 返抵古城
6 北京解放前夕
7 高名凯的高见和小王的近视
下卷追求集1949—
第一章解放后的认真思考
1 迎接解放军入城
2 新中国内外政策对我的启示
3 我的认真思考
4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第二章土改
1 恶霸地主被枪毙
2 斗争会场景
第三章接受再教育
1 在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
2 在中央政法干校
3 “三反”、“五反”扩大化
4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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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青年工人学语文
第四章回北大从头越
1 向党交心
2 教研室的教学生活
3 我当上了反面教员
4 谈胡变色
第五章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1 “引蛇出洞”的战术
2 顺理成章的自我改造
第六章中国在“跃进”中：(一)好大喜功
1 胜利引起的骚动
2 中国人相信标语口号
3 诗歌满墙
4 文教界的狂风
第七章中国在“跃进”中：(二)天灾人祸
1 虚报产量
2 全民炼钢3 发射卫星，饿死百姓
第八章下乡
1 山沟里半工半读
2 向农民奉献一片爱心
3 挑土修坝，培育师生恩情
4 在近郊区劳动整社
5 到湖北农村搞“四清”和“社教”
第九章“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1 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2 挂牌游园
3 隔离反省
4 一身湿透
5 批斗合
6 打扫厕所一“为人师表”
7 夜半问罪
第十章鄱阳湖畔
第十一章“被打入冷宫”莫等闲
第十二章重返教室
第十三章出国讲学
7 在法国
8 在美国
第十四章访英的法学家代表团
第十五章我的导师：拉斯基
第十六章我的同伴：洛伊
1 我在美国得到的印象
2 洛伊教授讲学内容
3 在北大的活动
4 在北京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
5 武汉、上海和杭州之行
第十七章宁波大学
第十八章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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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奈尔的办学思想
2 康奈尔的办学方案
3 我在康大的研究工作
第十九章墙内开花墙外香
1 国外见闻
2 国内言论
第二十章事与愿违
1 庆祝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
2 参加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研讨会
3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遭遇
4 参加世界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第二十一章宪法理论问题
第二十二章两代人的对谈——永恒的怀念
第二十三章告别教室到基层调查
1 告别教室
2 难忘的调查——一项新追求
第二十四章上海宪政史研讨班被歪曲了
第二十五章走向新世纪
1 对新世纪的向往
2 选拔新世纪的人才
3 投下了阴影
第二十六章松花湖畔的最后感受
后记
龚祥瑞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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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一到家，就有一位老同学请我到崇信小学去讲话。
这位同学就是曾经借给我好多本社会主义等图书的王维精君，他是小学的班主任，他头颈上患有结核
疮。
这次向小学生谈话的内容是慈溪人翁文灏先生怎样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了“好人政府”的带头人，
似乎在劝导小学生们只要好好读书，也有可能像翁文灏老夫子那样成为“好人”，我深信那时在场的
老师一定会瞧不起我这个“清华产的俗物”，是个“官迷”，是忘了本的“坏蛋”。
孩子们当然听不懂我这位“衣锦还乡”的老大哥是如何真心诚意给一辈子离不开其故乡的孩子们寄以
这样妄自尊大的希望的。
在回途中，我自己觉察到这是一次无法补救的“失言”，一定会引起一些深谙世故的老师们的窃笑！
我发觉自己开始懒惰了，这样一群天真的孩子就像十年前的我那样，是多么想从我认真准备的讲稿中
得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有益教导啊！
可是我疏忽了。
原来想使自己和他们一起兴奋起来，去迎接那没完没了的苦难。
我完全失去了固有的性格——一落千丈。
我似乎“胜利”了，这“胜利”就是“堕落”，就是“忘本”，我一定是仍然陶醉在留洋梦里，而把
曾经养育过我、鼓励过我的父老一股脑儿给忘得精光，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好人政府”里的翁文灏了
。
我父母多年的老相交、年迈的两位陈师母，听到我将出国到英国去留学，她们以接近外国人的一点知
识和经验，认为这是应该庆祝的一件大喜事，设宴招待了我和我父母。
我在这长一辈人的脸上发现了无情的岁月、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印痕，我忧伤了。
那天还来了幼年时候在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同班的小姑娘，一次不幸使她失掉了一条腿，每隔几年要把
新长出来的骨头锯掉，现在“成人”了，腿骨不会再长了，不用再吃这种苦头了，而且装上了假肢，
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比我大一二岁，是有25岁上下的大姑娘了。
她带着喜悦的微笑与我带着在她看来一定是傲慢的微笑相遇的时候，似乎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忧伤。
我看得出来，我和他们之间有了“区别”，像一道墙一样把我们隔开了，彼此不像往年那样“自在”
，虽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
我觉得这种“微笑”仅仅表示对我的尊敬，对我父母的尊敬而不是喜悦。
我克制着，愈克制也愈露出尾巴，每个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不是14年以前的我了。
我背叛他们了，但他们还是真诚地尊敬我。
由此我醒悟到，这次回家和往常不同，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决不能炫耀自己——不但在外表上，而
且在思想上——家乡毕竟是个小地方，既不能把自己放大，也不能把自己缩小。
认识这一点，也就是我将变失败为胜利——弥合我们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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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间未有无现实的理想，亦未有无理想的现实。
历史的前进是以无数人的被淘汰和未被淘汰为代价向前发展的。
本书揭开了这无数人中的一页。
　　——龚祥瑞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
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
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
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小
想为所经历的表面小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鳞半爪的感受。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
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
一片爱心。
　　——龚祥瑞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他一生都在奋斗：为自己国家的文明、富强奋斗
，也为自己个人的尊严和家庭的幸福奋斗；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公法学家，他大半辈子都
在探索，探索在中国如何创建政治学和公法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学科，探索如何对中国公权力进
行规范和控制，探索在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如何建立宪政和法治。
龚祥瑞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们北大法学院77级的公法学任课老师，我们这一代北大公法学生对公权
力和公权力失控的危害以及规范、控制公权力途径的认识主要是从听龚先生的课开始的。
我个人被龚先牛领进公法学这片广袤之地后，就一直在行政法（公法的主要部门法）领域耕耘，而且
继续在这一一领域耕耘注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无论是对于公法学者，还是对于普通人、普通公民，《龚祥瑞自传》均值得一读。
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对待家庭、对待爱情、对待事业、对待朋友、对待国家？
本书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启示，龚先生的人生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思考。
对于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执政者来说，《龚祥瑞自传》也值得一读。
领导一个国家，执掌一个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慎用权力，是否也可以从
本书，从龚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悟出点什么和有所启示呢？
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行政法学者）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
有把孩子时的事丢弃。
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
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
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
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
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
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
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
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
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
的生活时代的悲剧。
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
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
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
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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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龚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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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一代法学名师龚祥瑞先生尘封I5年之久的个人自传首度面世，生动再
现20世纪中国法、政、学界的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的人生体验。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人奥里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