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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体系化阐述民法总论原理

  《民法总论》对民法总论相关知识、原理进行体系化阐

述。与国内既有的民法教科书相比，本书采用新的编写体例，

全书分为六编，各章节都插入若干图表，对所涉及的民法概

念体系予以直观展示，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每节开头均设置

一个或者数个教学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使其带着问题去学习

本节中的民法知识、原理。全书力求通俗易懂，编写体例特色鲜

明，有较大创新，穿插运用多种教学辅助手段，形成立体效应。

内容上区分了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可以深化、拓展的

知识。

  民法典的施行对于我国民法教义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其为民法教义学奠定了实证法基础。民法教科书是民法教义

学的重要载体。鉴于此，本书致力于融合民法一般理论与民法典

规范，尤其是民法典总则编的规范。

科学梳理行政执法合规问题

  《行政执法合规一本通》一书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下，结合执行实务需要，“一站式”解决行政执法相关问题不可

多得的实用工具书。本书力求为司法实务、法学教研、专业学习

提供助益，深受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行政法研究人员等

的好评，对各级各部门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具有较强的参考

作用。

  规范执法行为、依法依规行政执法已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或

相关单位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相对人为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也日益关注行政执法合规的问题。目前，有关行政

执法合规的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分散，既有原则性规定、制度性

规定，又有各个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具体规定。

为便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尽快查找到所需行政执法合规

的相关规定，本书对相关规定进行了汇总、梳理，便于读者

使用。

探究法律人的法治理想与技术

  《当命运来敲法律人的门》一书是一本呼唤法治理想主义和

探究法律技术主义双重努力的法学评论随笔集，文字生动有趣，

内容涉及广泛，既有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专业问题的讨论，也

旁及艺术、诗歌等一般人文、社科领域。同时本书也可以作为经

典导读的参考书：《重温耶林》《托克维尔的学术与政治》《霍姆

斯：“伟大的反对意见者”》《事了拂衣去的梭伦》等都是精彩的篇

章，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著名法学家卢埃林说，对法律人而言，只有理想而没有技

术，那可能是愚蠢的；只有技术而没有理想，那可能是罪恶的。本

书作者兼具法律学者和执业律师双重身份，在书中结合生活和

热点案件娓娓道来，集中体现了一位法律专业人士对迈向法治

进程中有关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

刑辩实战中的细节与技能

  《刑辩实战：练就办案高手的细节与技能》一书共计11个部

分，近100篇文章，内容涵盖了审前辩护、庭前准备、庭前会议、举

证质证、法庭辩论、庭后工作等刑事辩护全流程主要环节中的各

类重要问题。本书属于刑辩实操型作品，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都是显而易见的，是刑辩律师进阶的必读之作。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套操作规程，因而要成为这个行业的

从业者必须熟悉这套操作规程。刑辩行业亦是如此。本书以刑事

诉讼的全流程为时间线索，从收案开始到庭审结束，对刑辩律师

在每一个诉讼环节的工作内容与操作方法都作了全面叙述，尤

其是对刑辩律师的所为与应为都娓娓道来，犹如课堂讲授，条理

清晰，内容明确，具有可操作性。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本书副

标题所标示的这两个关键词，这就是细节与技能。

□ 周大伟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一提到陶景洲这

个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不仅是一个

业务熟练、经验丰富的跨国律师和仲裁

员，而且还是一个高大上的海归人士———

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异国情调，光彩照人且

与众不同。

  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熟悉陶

景洲的人都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

的陶景洲，其实是个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挺单纯、质朴、淡定甚至还有些幽默

童趣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确有“文如其人”

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确实想知道陶景洲

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诚地推荐大家去读

陶景洲的《毕竟法律人》这本新书。这本书

里，并没有华丽的文采，没有刻意雕饰的

词语，没有冗长的欧化句式，这是一本格

调清新，雅俗共赏的精品书：设计精致、优

雅，内容淡定、质朴，一句话——— 符合陶景

洲的生活气质和格调。

  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是那个时代

每一个少年心中的经典图像。陶景洲的回

忆，也勾起了我自己的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的无锡城里和

祖母一起度过的。祖母在老家去世后，父

母就决定让我到北京继续上小学。江南

的儿童比北方的儿童上学时间早，当时

我6岁半。记得离开无锡的时候，姑姑和

姑父让我带了两件东西去北京：一口袋

大米，是送给我爸爸妈妈的；一个无锡泥

人，是给我买的玩具——— 一个英俊少年，

穿着白衬衣、蓝裤子和白球鞋，系着红领

巾，昂首在吹奏一把金色的小号。泥人玩

具的体积相当于一个普通矿泉水瓶子那

么大，用今天的话说它属于易碎物品

（fragile）。姑父是个细心人，直接把它包

好后埋在了那袋大米里面。姑父和姑姑

把我托付给一位熟悉的列车（从上海开

往北京）乘务员。记得是在中途上车，没

有座位。一上车，这名乘务员就找了个座

位下面的空档，让我钻进去睡觉。于是，

我是抱着这袋大米睡到了目的地。一进

家门，我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

伸进大米口袋里看看这个玩具到底还在

不在，全家人都觉得好奇怪，当他们看到

我从大米口袋里掏出一个泥人玩具———

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小号手，大家都

笑了。

  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做梦也没有想到

过，这个世界会变化得这么快。

  恢复高考后，陶景洲考取了北大法律

系；国门开放，让陶景洲走向远方、走向世

界。这一切都让陶景洲的人生一次一次地

被重新改写。我们这代人对改革开放记忆

深刻、万分感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

解书签上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和分量：陶景

洲的个人经历，代表着一个改革开放时代

的缩影。

  其实，陶景洲并不想让大家的目光

总是停留在他光鲜的外表上，或者停留

在他本人“从未名湖到凯旋门”的传奇往

事中。记得有一次聚会时，他很认真地对

大家说：“我外表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重

要，你们大家可能都忘了，我毕竟还是个

不错的律师和仲裁员吧！”换句话说，“我

毕竟还是个不错的法律人吧！”我想，这

句话或许就是《毕竟法律人》这本书名的

由来吧！

  书名中的“毕竟”两个字（英文可译为

“after all”），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唐朝诗

人许浑有个名句：“毕竟功成何处是，五湖

云月一帆开。”在法律职场的巨大成功，给

陶景洲带来了名声、荣誉和地位。但是，陶

景洲则一直保持着谦和、审慎、自律的处

事风格。不仅外表要帅，为人做事也要帅，

名利并不是坏东西，但要取之有道。原因

很简单：I am a lawyer after all。

  翻开陶景洲的这本书，我们会惊讶地

发现，书中并没有谈什么宏大叙事的法学

理论，讲述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个案和

常识。

  我们说，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其

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之中，我们都深

感卑微，可能连一个螺丝钉和一方砖瓦都

算不上。但是，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

里做一个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

年轮增加点纪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

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

的年月里，在这个不少人绞尽脑汁地打算

用“弯道超车”的方法创造出一套中国自

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年月里，在这个不少人

总是试图用政治术语来替代法学研究的

日子里，陶景洲在这本书里，还在不厌其

烦地叙述着那些朴素的常识。这是因为，

我们总是有点固执地相信：有关普及常识

以及法治启蒙的工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

  长期以来，法律专业在中国不被重

视。很多迹象表明，中国通向一个现代法

治国家的路途，依旧任重道远。无论是那

些悲观的猜想还是乐观的期待，都无法改

变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中国法律

界的人士应当比其他专业的人们持有更

多耐心。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在很多年前，或

许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进入了法律职业

的殿堂。尽管一直心怀困惑，但仍感到生

逢其时。当年填写大学入学志愿的那一个

不经意的触点，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戏

剧性地打开，纷纷扰扰又灿烂缤纷。今天，

法治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宿命。

无论人海沉浮，我们都希望无法无天的幽

灵远离；无论世事纷纭，我们都希望依法

治国的大道不变。

□ 余定宇

  有学者曾经讲过，世界各民族的各大

文明，都是沿着那些伟大的河流而展开

的。此言的确不假。因为，中华文明的根

系，就正是沿着黄河及其四条重要的支流

而深扎，并长出了许多茁壮的萌芽。中条

山下的山西夏县（古称安邑），在2400多年

之前，便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

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其编纂者

的名字叫李悝。

  那么，那座堪称“中国法律史”地标的

中条山又位于何方？简单点说：它就位于

黄河的大拐弯处。又有谁细思过，在黄河

水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大拐弯历程背后，在

它身后的渭河两岸，其实当时亦正潜藏着

中国法律史出现大拐弯现象的趋势？

  追忆起来，《法经》诞生的时代，正是

中国的战国时代。而中国西部的渭河两

岸，正是当时暴秦崛起的地方。在那个列

国争霸，杀人如麻、战火连绵的杀戮时

代，中国原先那场法学的“百家争鸣”，早

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可悲的变化———

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从原来对“德政”

“仁政”“司法公正”等治国之道的自由探

讨，渐渐地转变为对“君权”“霸权”和“严

刑峻法”等“治国之术”的默默屈从。而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更是从原先

敢于直言放论“改造天下、改造君主”的

书生意气，纷纷摇身一变，转变为依附侯

门、谋取富贵，为封建君主实现“富国强

兵，一统天下”的战争狂想出谋划策的

“狗头军师”。于是，从此时开始，七雄之

间的争霸战争便愈演愈烈，而人民的不

幸和苦难，便愈加深重。

  当此之时，不难想见：那时候的中国

法学，无可避免地开始滑入了一条歧途。

由李悝所编著的《法经》——— 中国第一部

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在某种意义上，可

说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拐

点——— 由原先的“王道”传统，转向“霸道”

传统。

  李悝因编纂《法经》而留名青史，所

以，我们对他思想的评说和解读，自然就

应从《法经》入手。但十分遗憾的是，这部

《法经》其实早已失传。只不过，在《晋书·

刑法志》及其他一些古人的笔记中，还残

留着一些对其内容的简介。《晋书·刑法

志》是这样说的：“悝撰次诸国法，著《法

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

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

篇……《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

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

  据史实看来，战国时期的“法家”多是

一些没有理想、只会干活的“务实派”。例

如：《法经》里面，《盗律》是指侵犯他人财

产的犯罪；《贼律》是指暴力伤害他人的犯

罪；《囚律》是指监狱管理的办法；《捕律》

是指缉捕罪犯的办法；《杂律》则是指除盗

罪、贼罪之外的犯罪——— 淫禁（通奸）、狡

禁（诈骗）、城禁（可能是乱摆乱卖之类）、

嬉禁（赌博）、徒禁（非法集会）、金禁（贿

赂）六禁；而《具律》则指量刑的办法，视罪

行的大小而“具其加减”。总而言之，《法

经》六篇的全部内容都是些关于如何追捕

盗贼、囚禁犯人、惩罚犯罪的“刑律”。从其

立法的技术来看，这部法典先确定“罪

名”，然后再根据罪名来确定该判处什么

“刑罚”，这种法条结构，竟然与现代的法

条模式完全相同。

  不过，倘若我们再去考察一下它的

立法思想，就会惊愕地发现：那些自黄帝、

尧、舜、禹、周公、周穆王、吕侯乃至老子以

来，所有中国古代政治家们都十分关注的

关于“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恤刑”和“赎

刑”等光辉的法学思想，在这部《法经》中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来的，便只有

对“惩罚罪犯、阻吓犯罪”的片面强调以

及将“法律的价值”，狭隘地定位为“维持

治安”。

  遥望着黄河西岸的那片“八百里秦

川”，我似乎认出了商鞅挟着《法经》西去

入秦的那条道路，也似乎早已看出了他

人 生 中 和 日 后 中 国 命 运 中 的 那 些 悲

喜剧。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

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经》的余响

一个时代的缩影

法律文化

□ 李勇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征服自然到征服

自己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宪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宪法是人类

理性认知基础上防止悲剧重演的伟大发

明，是人类对社会规律的伟大发现，是人

类运用科学的制度来征服自己的宣言书。

  天下原本无宪法，就如同没有电脑、

手机、网络。宪法同这些“东西”一样，是人

类的一项“发明”。我们知道，奴隶由于不

对自己负责，以主人的思想为自己的思

想，因此创造性很差、责任感不强、安全感

缺失。宪法把人回归成为“人”的发明产生

后，越来越多的“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来，

人类的生产力被史无前例地提升。如果

说，电脑、手机、网络是人类的伟大发明，

那么宪法就是这些人类伟大发明中最伟

大的发明。它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是

人类文明的传播者、也是人类文明的维

护者。

  一种发明能够流传久远，是因其内

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是因其对人性的

感知和人性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宪

法又是人类对自身、对社会的最伟大的

“发现”。

  各国宪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关

于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利、

权利与义务等关系的思考，依托宪法而形

成的意识是人的一种独立自主、权利保

护、防范权力滥用的意志。它促成了人类

历史的大发展。权利平等、人有尊严、生而

有依、病而有靠、老而有养，少而有教，这

与封建国家负责收税维护国家政权，人被

看作工具，无用则弃有很大不同。这是现

代文明，宪法把这些文明固定下来。

  现代国家都十分重视宪法，很多国家

都有国家宪法日。学习宪法，在中国正在

成为热潮。今天，除了宪法日，日常我们也

在学习宪法，这是对文明的尊重，也是对

自我的尊重。《大国治理的法治基石：宪法

素养提升十讲》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

为宪法十讲，论题有：宪法是怎么来的；中

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宪法是什么；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以保护人权为主

旨；政权是如何被组织；宪法的制定、解释

与修改；宪法的实施；宪法意识要求不能

“一刀切”；宪法意识要从小培养。

  下篇为“共天知宽”，共天知宽，取自

唐代诗人曹松“天地不同方觉远，共天无

别始知宽”。笔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世界

各国不同，又没那么不同。没有一国是“孤

岛”，在治理上既有个性化特点，也有共识

性规律。知天下之大，不妄自尊大；知天下

不同，不妄自菲薄。希望成为旅途劳累、工

作繁重、居家隔离人士的“必备良药”，读

之可览列国、游南北，观察身边事，体察背

后情。以故事、案例等形式讨论严肃的宪

法问题，品评宪法事件，为推动公民宪法

意识的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宪法绝不仅仅是那几十或几百个条

文，今天我们看到的宪法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因此，我们编写这本书，希望读者们更

重视宪法演进逻辑中的原理，我选取有代

表性、有启示、有趣味的内容展现给大家，

介绍一些与宪法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对大

家思想有启发的经典名著，语言内容也尽

量生动活泼，使大家短时间里就能了解宪

法思想史。

  不同于历史上政权管理国家的状态，

在我们期待的美好的宪法之治里，政府以

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公民充满人性

的关爱，深刻理解历史教训，以理性务实

为主。从历史上看，宪法之治绝非易事，是

个“奢侈品”。有人甚至说，使一个民族产

生以往所没有的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远比使之理解阴谋且津津乐道困难得多。

而能否把这个“奢侈品”转化为老百姓的

日用品，使“高深的学问”成为我们日常的

谈资，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地聊起政治、法

治的议题，是这本书努力的方向。强力终

不能胜公理，唯有此信念，社会才能良性

发展。

  人类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

家，有很多伟大的书籍和思想，他们（它

们）如同一颗颗耀眼的明星，照亮着人类

前行的道路。但却没有一位“英雄”像宪法

一样如此广泛地对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

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

“天不生宪法，万古如长夜”。

  (文章为《大国治理的法治基石：宪法

素养提升十讲》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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