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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角札丛”丛书作者以国内法学界卓有名望的法学家和崭露头角并颇具人望的青年法律学者组成。
集中体现了法律人的法学悟思与人文情怀，或庄重，或深刻，或诙谐，或睿敏，淋漓尽致地揭橥了法
学者对于置身其中的法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理解与省思，各有千秋，别具情致。
字里行间彰显着严谨而活跃的风度与气象，堪为当代法律人的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之精神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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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晖
　　甘肃天水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法律的意义追问》等学术著作十余部，法学随笔集、诗集七部。
另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六十余篇，学术随笔九卡余篇。
主编有《法理文库》、《公法研究》、《民间法文丛》等学术丛书，以及《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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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随笔序文　学术的偏执与忠诚　诸位，欢迎来此法律考古!　《学习与探索》，我学术成长的
摇篮　大学的关系重心和管理模式　反思我国反腐的“大案要案策略”　就理工科大学法学院的发展
答郝传玺问　记我在台犯的两次常识性错误　规范研究与法学独立　《耕行煮韵》小序　问道生活，
取法民间　法律哲学与法学之道　零碎的断想　自治的秩序　法律现实主义研究的细节突破　“民间
法文丛”总序　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结合研究　锲而不舍，终有所成!　习惯、社会规制与法学研究的
大视野　法治、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困境　顾盼在理性与诗性之间　法治与德性生活第二辑　即兴
演讲　歧视、反歧视及其限度　法律全球化、全球对话、可接受性与人权保障　判例阅读的四重境界
　以民生设计法律，以法律安排民生　我国人权研究的五点检讨　法律语言学，还是“法与语言学”
　研究生论坛与研究生的学术纪律　利益衡平、实质合理与制度规范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及“平衡论
”的限度　民间法研究能干什么　从邓玉娇案看民意与法意的博弈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多维思考　我
国律师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高等法律教育中的几对矛盾与选择　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法律哲学　
法官培训与司法研究　司法视角的法律哲学　求友声，倡法治　对司法信息借网络公开的几点诘问　
社会矛盾的结构性转变与国家的结构性应对　经验事实与制度理性　阅读的四个面向　我们的徐昕教
授　在法院实习应有的四样收获　“小技”不修，“大道”不彰　司法、政治与司法研究　主义优先
，还是问题优先　影响性案件与司法　从契约文献看古人的规则理念　我国民间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第三辑　阅读心得　民间规范与基层司法　学术研究中的材料与结论　非正式制度事实的学理整合　
信任、秩序与冲突消解　民间法作为司法法源的识别机制　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梳理方式　古代地方档
案与民间法研究　民间法研究的司法立场　社会事实的规范价值　口承习惯、司法与高级法　习惯、
司法及其合法性审查　制度变迁、纠纷解决与关系规则　民间规则、法律文化与权力制约　从实践遗
存到制度建构　民间法、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　公共交往与关系规则　实质理性的程序保障　乡村治
理的规范模式　习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　作为规范的“原生态”文化　刑事习惯与司法中的情
理　关注民间法的语词表达方式　关注市民社会中的民间法　制度经济学视野中民间法的自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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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随笔序文　　学术的偏执与忠诚　　或许是这些年来，人们的日子过好了，素质也提高
了，谈论学问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昔日学自官出的旧习日渐被学在民间所取代。
无疑，这是吾国社会进步，人民向往文明的必然表达；也是以文字为代表的符号一旦深入人们的心灵
世界，所带来的必然回应。
同时，谈论学问的人之所以如此之多，也和我们固有文明对学问的关切、崇尚不无关联。
尽管在国史中，帝王们导演的焚书坑儒、文字陷狱等惨案不绝于书，但或许是受“学而优则仕”的感
召，或许是因科举取士制的熏陶，读书人、学问家的地位在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即使不是最高的，
也是相当令人尊崇的。
学问家们很少因为自身的受难而遭民众的普遍唾弃。
　　在鄙乡那个偏僻之地，即使再穷、再没文化的人家，也喜欢附庸风雅，在自家主屋挂上几幅字画
。
特别是，倘若那字画的作者在当地还有些名气，则人们的谈资每每由字画而及字画的作者，于是懂字
的还是不懂字的，都会津津乐道；知作者的还是不知作者的，都会谈笑风生。
记得鄙人小时候，尽管村民们往往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对娃们能初中毕业，或者最好能上
个高中，都充满期待。
这种情况，自然绝非仅存在于鄙乡。
200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鄙人到贵州调查，在湘黔边界的深山大沟里，在叶辛笔下那“高高的苗
岭”上，在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不仅藏有数万份康熙以来的契约，而且那契约书法之精美
，令人叹而观止。
直到如今，当地村民能“舞文弄墨”者仍不在少数。
为此，鄙人将在当地成文的一首小诗，交由一位姜姓村民书写，如今，这幅书法作品就挂在我在威海
的家壁上——“头枕清江问世川，波声对破夜阑珊。
桃源小令今何在?残月朦胧云水间。
”。
　　现在，吾国终于有条件让更多的人关心学问，摆弄学问了，但学问之路，尽管读大量书是必要的
，但充其量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读书之外，对社会万象的观察，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必要对照与有机结合等等
，都应当是一种超群绝伦的学术观点提出和深化的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正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那样，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多少有一些偏执。
尽管偏执这个词是一般人不大欣赏的，但在人文一社会学科中，对认准了某一领域、某一观点、某一
主张的学者而言，坚守偏执的立场，锲而不合，刨根问底，终会有所建树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偏执并非学问的天敌，甚至是深化学问的一种必要态度和立场。
这才能导致所谓“片面的深刻”。
反倒是那种左听听也有理，右看看也有理，学术立场摇摆不定，学术见解左右游弋的人们，指望其做
出什么新鲜学问，可能真是勉为其难了。
因为他们不会执一己之见，下勘检功夫；因为他们耳根太软、眼界太浅。
　　吾人曾有如下有关智慧之分类：学术智慧不同于决策智慧。
前者着眼于攻其一点，尽管不能说不及其余，但只有和这一点相关者，才堪引用，’否则，就可能文
不对题，甚至离题千里了。
基于此，完全可说学术智慧所崇奉的就是“片面的深刻”。
学术上的多面手，如张衡、郭沫若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固然存在，但并非是一种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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