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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六十年风雨砥砺，沧桑巨变。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令人感慨万千。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和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法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法律
虚无主义盛行。
共和国前30年，民主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1978年十一届三申全会之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必要
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则为民主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法治建设
由此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今天，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司法运行机制基本健全，公民法律意识普遍加强。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虽然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离真正实现还有漫长
的道路。
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相适应，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也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
个时期的法学理论受到法律工具主义和国家意志主义的支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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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任总主编，由一批具有较
高学术成就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担任各卷主编。
《实录》以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
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
之学”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
读者不仪能从其问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
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
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
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做了忠实记录，以留给后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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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大元，1960年生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宪法、比较宪法与非西方宪政理论。
研究。
代表作：《东亚法治的理念与历史》（独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独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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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源自苏联。
受苏联国家法学说的影响，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试图以国家为中心构建法学理论体
系，突出国家的地位、功能、作用。
在过分强调党性、政治性、国家性的50年代，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法学研究的对象视为国家和法两个
部分。
但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深入，法学界对
法学研究对象究竟是法、是国家还是二者都包括开始产生不同的看法。
到6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已经存在三种意见：（1）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2）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
家；（3）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和法。
①1964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政法学会研究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政法研究》编辑部联合邀
请北京政法院系、法学研究部门、个别政法业务机关以及有关刊物、出版单位的同志40余人，就法学
研究对象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热烈，基本形成了两种意见。
②多数人认为法学研究对象是国家和法，少数人认为法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法（法律）。
此外，有个别意见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太简单化、绝对化，认为当学术研究有所发展，当有必要从科
学上扩展为两个科学部门时，是可以使国家和法各自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的。
60年代的这次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占据主流的依然是“国家和法”并存的主张。
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次讨论本身就已表明学术界开始关注到研究对象这一具有学科基础意义的问题，
其间出现的一些不同声音，也为日后明确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思想
积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停滞多年的法学教学与研究重新得以恢复，关于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重新
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1980年5月，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理论专业组率先就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会上提出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法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家和法律，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学研
究的对象只能是法律而不应该包括国家。
国家问题是否应当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要不要把法律单独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成为问题争论的焦
点。
此后，《法学研究》、《法学杂志》、《法学评论》等刊物相继发表文章推动讨论更加深入。
这次讨论形成的代表性主张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与法”说、二是“法律现象”说、三是“法定的
权利和义务”说、四是“社会行为规律规范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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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从事宪法教学与研究工作的18位中青年宪法学者和研究
者，回顾了宪法学发展60年的历程，就宪法学界进行学术争论的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撰写回顾性专题
，并汇聚成册，集结出版，以祝贺共和国的60华诞。
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学的发展史是共和国发展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包含着宪法学者的使命
、期待与梦想。
当然，这其中也有约亿分之一的“自我祝贺”的成分，因为每位作者都是共和国的一份子。
由此引申开去，每一位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人，他们的妻子或丈夫、子女、家人、朋友
、同事、邻居和同胞，都完全或部分地亲历和见证了60年来为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因此，也有必要将
这本文集献给他们。
我们都生活在共和国和她的宪法中！
本书各专题的确定经过了深入的讨论，选取的专题不仅包括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方法和基
础理论，也涉及基本权利、国家机关和宪法解释与适用等基本的宪法制度，还涉及具有影响力的宪法
案例。
当然，选取的专题是否具有典型性，是否反映宪法学发展的整体情况，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
因收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本书中纰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集从开始策划到最终付梓都得到了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贵松博士协助主编确定本书的框架、联络各专题作者和从事部分文字编辑
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建学博士后协助主编做了文字校对等工作，也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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