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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的法学有必要进行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这既是中国法学既往研究经验的总结，
也是中国法学走向新世纪的必然选择：它需要脱幼。
由此我更进一步地认定新世纪的中国法学再也不能是仅停留在法律技术层面上的法学了，这样的法学
只能是一种末路法学，因为“本世纪的法学和法学者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危
险的”；①另一方面，新世纪的中国法学也必将纯思辨性法学视为误区，因为阳光下本无罕事，真理
应当是具体的、常识性的。
也正因如此，伯特兰·罗素讲过一句极有见地的话：哲学大师们的中心思想本质上都是非常简单的；
而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领袖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
们)能被还原成常识。
②法学自然也概不例外，否则面向新世纪的法学仍然难以挣脱幼稚的陷阱和牢笼。

    与此同时，“在过去和当今的极权主义制度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法的严重犯罪的教训表明
：一种法律秩序、一种法学和一种司法倘若不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质性的价值秩序
，就可能成为当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
而所谓的无价值或价值中立的法、司法和法理学就仿佛一只风向标，只能随着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统治
者摇摆不定。
任何法理学如果不研究法的价值基础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对象。
”①
    由此问题也就更加具有了挑战性。
这至少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必然是也应当是价值论法学，而至为关键的莫过于其终极评判标准无
一例外是与对现世人的幸福生活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崇尚以及对人的人格尊严的弘扬的紧密相连的。
一句话，它必然是以人为中心、命定人文主义的。
此即所谓“法律与制度必同人的思想携手共进”(杰斐逊总统语)。
所以在这里，伯恩·魏德士无疑是正确的，他意味深长地断言：“法理在实践与理论中有着重要的、
虽然也经历过波折的历史。
无论是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的世界与科学秩序中，还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复杂制度中，法理学在过
去和现在都肩负着社会、政治与文化有目共睹的重要使命。
”②
    这无疑更加有力而明确地昭示，法律必然是人文主义的——是“人的法律”而非“物的法则”，所
有的法律背后最终都是人文主义的图景，就像所有的法则背后都是人文主义的图景一样。
它充溢着宽泛的人文气质，非人文的法律即非法律，也正因为法律具有这样永恒的人文秉性，法律也
才有了稳固的理念背景和顽强的实践生命力，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
这迫使我们通过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法律概念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思考各种构成法律
概念的惯常性研究途径的发生条件和相应麻烦，以寻求法律的正解。

    无疑，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主义理路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
因此在篇章结构的型构和设计上，本书导言部分从当代社会中存在的焦虑与法律的可能生活的研究出
发，详细探讨了时代精神的聚焦点、现代法律精神与人文主义的信念的关系以及学者的使命、社会人
的使命与现代人文情结等相关论题；阐述了在法律理论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基本意义和学术价值
；最后明确了我们对本书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思维进路。
第一章我们比较详细考察、分析了什么是人文主义及其历史沿革、人文主义视域图景等系列问题。
第二章则从文明史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法律产生的本体性人文主义基础和前提。
第三章重点考察了法律的人文主义演变及形成过程，进一步论证了法律形成的人文主义渊源。
第四章从立法史的角度确证或证成了法律的人文主义奥秘。
第五章又以法律的徒法的困惑与模式变项的危险为关注的焦点，强调了法律职业的人文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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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我们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详细考察了当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问题，并旗帜鲜明地
提出要认真对待人文主义，否则法制现代化有虚化的危险。
显然，确定这样的研究理路也就意味着本书必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综合运用语义分
析、价值分析、历史考察、阶级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完成本书所承载的基本使命。
 
    总之，通过上述详实而细致的研究，我们试图使人们确信，法律的的确确是可以也应该从人文主义
视域来观照和诠释的。
法律不仅仅是现世主义的工具，它还是以人为中心旨归的——是人的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是人性的基本诉求。
这也就是说，人文关怀是其永恒的主题。
人文主义对法律来说，既有描述的意义，也有规范的意义。
法律与人文主义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不曾分离，也不应分离。

    当然，正如我一再言明的，尽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未敢有丝毫懈怠，努力完成一个学人的涅
架和再生的过程，但结果可能并没完全遂愿，敬请各位专家和学人指正。
真的，没有任何保留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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