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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朋友看到本书的书名——《法学·蓝调》觉得有点意思，但又不无忧虑，会不会让人误认为“法学
烂掉”或“法学滥调”呢？
我说，也许不会，细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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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卫平，山东人，1979年考入原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本科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执教
。
1993年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部学习
。
199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同年任《现代法学》主编。
1999年初调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至今。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代表性著作：《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1992)、《破产程序导论》(1993)、《诉讼构架与程
式》(2000)、《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2003)、《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2004)
、《民事诉讼法》(2004)、《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2005)。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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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视角法学家是什么?学者·花瓶·化妆师“法官”与“人民” “陌生人社会”与审判方式 “追求”的
意义东门外的“十字路口”最贵的东东视线在“有”与“无”之间——法学方法论杂谈军服上那些花
花绿绿的标志边看、边听、边想——澳洲法院访问散记“法眼”看奥运大国崛起之道——日本的崛起
与法治“小改”的意义印象视窗哲学家波普尔与举证责任“一个人的颁奖委员会”作为证据的“奥运
”别样的言说——有感于“德衡证据法论坛”  发展的“瓶颈”沿承诺起飞视点无源之水——对我国
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思考老师，您讲的根本没用!为什么不努力学什么最好 时间·天赋·汗水学习
民事诉讼法应注意的十一大关系——谈谈如何学习民事诉讼法 给考博同学的一封信 法科教育三十年
叙事 让思维飞翔 盲从与残忍的心理解读——《社会心理学的邀请》、《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读后
感。
视评“钓鱼案”与司法中立体育造假事件的追问周杰撞车事件与事实认定和处理的法律技术诉讼费用
：我们如何面对如何不让真相再“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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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华东门的十字路口与其他大多数十字路口相同，特点是行人的无序，是否穿行完全视危险或安全程
度而定。
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无序穿行是很少的，因为实在太危险。
我们经常出入清华东门，穿越十字路口，已经习惯于这种无序状态。
但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而言，的确是极大的考验。
例如外国人。
2009年9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中日民事诉讼法比较研讨会。
日方学者来了七八人，大多是当今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中坚，也有两位是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泰
斗级人物——竹下守夫教授和谷口安平教授。
会议结束的当晚，日方备有宴会款待。
宴会设在清华大学东门外东升大厦的一家餐馆，餐馆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醉爱”。
要到“醉爱”，穿越东门十字路口是必须的。
临行前，日本大使馆的长田君提出来，将几位教授用车送往“醉爱”。
我开始一愣，有些不理解，因为“醉爱”很近，徒步便可以到餐厅，完全没有必要乘车，乘车反而不
方便。
长田君的意思是，因为穿越十字路口太危险，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乘车为好。
于是，我和另一位教授用车将几位日本教授送到了“醉爱”，尽管有些麻烦。
中方的校外教授则跟随着我们的学生穿越了东门的十字路口，虽然对十字路口的无序和刺激也颇有些
感叹。
我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要说在日本，行人都绝对遵守交通秩序、听从红绿灯的安排也并非事实，
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这是事实，也是日本的一种行路文化。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这种无序状态。
日本人是难以理解的。
竹下教授多次来过中国，对此也是颇为费解。
记得1996年竹下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我和刘荣军教授陪他到南开大学做讲演。
我们一行乘车到天津，走的是京津塘高速。
途中数次见到有人翻过栅栏穿越高速公路的情景，竹下教授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如此危险居然有
人敢穿越”。
要知道在日本，在高速公路上收拾垃圾的工作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作，收入也非常高。
我们的解释是可能没有通道，设立方便的通道需要很大的投入，而绕道又太费时间，意味着一定的成
本。
穿越高速公路虽有危险，但还不是高概率，也就是说，穿越高速公路的高成本、低风险是其穿越行为
的原因。
对这种解释竹下教授似乎并不接受。
“是吗？
”对于日本人而言，这种表达方式有表示怀疑的意思。
怀疑的原因可能是对危险概率的认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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