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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以交叉学科为背景，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
要理论问题。例如：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专业化、市场与法律的替代问题，以及
法学研究方法论等。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语言哲学等。以力求从平易
中展现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来，
并融合进中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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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
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1992年回
北大法学院执教至今。先后发表论文、书评100余篇，出版过个人专著、文集和译著20余部，包括：《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2007）《法官如何思考》（译著，2009）《并非自杀契约》（译著
，201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2011）《走不出的风景》（2012）《波斯
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译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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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书籍目录

新版序
修订版自序
序
什么是你的贡献？（自序）
致谢
第一编变法与法治
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附录：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
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
再论法律规避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关于法律文化的一点思考
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
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
第二编司法问题研究
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
关于抗辩制改革
《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
附录：关于贾桂花案件的几个民法问题
第三编
法学研究的规范化
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
什么是法理学？——《法理学问题＞译后
读《走向权利的时代》——兼论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读劳伦斯·却伯的《美国宪法》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
附录：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对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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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精彩短评

1、揭露了当代中国的许多法律问题，现在读来仍不过时。
2、二十年前的著作，对现时的社会仍然有高屋建瓴的理解和分析，不得不为苏力老师的高瞻远瞩和
学识所折服
3、第二遍读，风采依旧
4、很难相信这是在20年前写出来的。
读到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的时候，发现是在自己出生前后写成的，有种莫名的奇妙感。
5、阅毕之后有一疑问，即是理论的预设与价值的判断似乎是无法避免，那么“本土资源”与“对于
法治制度没有普世性“的观点是否苏力教授最明显的理论预设？
6、缘起秋菊打官司一案，与法律文化解释这一领域的著作比较阅读，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
了解苏力教授对于当下中国法治现状的研究以及立场的解读。
7、这是一名大家的肺腑之言。
首先，就苏力本人，北大法学院院长，“投戎从文”，军旅装的汉子散发着智者具有的少发，愚人节
的出生没有挡住他睿智的目光。好了赞扬到此，不过我不喜欢他的长相，然而我喜欢他的书。
他的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恰如书中所言法治需要从本土资源出发，法律的研究与制定需要结
合本土文化。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深深觉得在理，现在百姓对执法工作的不配合一方面不懂法但另一
方面其实是不能接受法律的最后裁定，这是水土不服吧？另外对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一篇，他的对法学
学科的发展和设置很受我这位考研的人所需要，以及国外法学教育的介绍等使我受益非浅。美国学
生10天读一本著作并写出读书报告，而我这个第一篇，在这凌晨四点，也将是我的开始。
最后，其实我有很多感悟，可是看得太慢导致回忆不起来，将来二看再来汇报。
8、苏教授见微知著，以社会学分析方法对法制发展进行剖析。论文的分章编排很有体系，着实获益
匪浅。
9、苏力的观点属于那一种错得让人很有启发，一边阅读一边批判，书读完了，让人思考颇多
10、读苏力老师的书，就是一种思维的享受，也有情怀的感动
11、二读。地方性知识、有限理性、制度经济学、谱系学、福柯、波斯纳⋯⋯这本书给二十年前的中
国法学界带来的震撼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的。与震撼相伴的是深深的挫败感——苏力的问题意识、思
想资源、概念系统都完全是陌生的，却又显然是无法忽视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抵触情绪。而肤浅的
普世话语、接轨话语依然充斥在今天的法学界，可以说，在学理层面，主流法学界至今都还没有充分
消化这本书带来的挑战。（大白老师感慨：90年代就有人做出这样的研究了，为什么今天贺卫方还有
市场？）苏力确实可以在二十年后的新版序中自信宣告：此书完全没有过时。当然和《送法下乡》时
期的自信圆熟相比，这本书多少还有些生涩，看得出来刚刚归国的苏力正在试探一种和国内学界的恰
当对话方式，“语境论”也还有待完善。
12、应该说，在所有读过的法学著作里，这本是给我最多启发的。
13、改变我的法学观
14、（朱）苏力是一位现实问题观念很强的学者，不过这本书大体上都是描述滴二十年前的问题，其
中好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知道他出第三版是为啥。个人认为，他可以剔除其中一些篇章，加入自
己新文再集结成册，另行出版。
15、苏力先生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如何写篇有意思的文章）显然大于法学的兴趣。写文章的技巧太
强，反而湮没了问题。或者本来就不少无中生有，或者是修辞手段。
16、苏力挺有追求的 或者说 用个用滥的词 情怀 但是言语间总是拘谨 讲话挺保险的 让人觉得读起来不
爽 
17、是我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合理之处的入门书
18、惭愧而庆幸到今天才第一次完整读苏力老师的专著。虽然在阅读过程中内心是崩溃的，因为无法
控制地一直在反驳，但应当为苏力老师的艰苦学习、独立思考鼓掌。精神可嘉，然并卵。最后再次庆
幸自己在那样的年纪师从周先生入门法理学。
19、中国问题           费孝通马克思福柯尼采波斯纳罗蒂的影子
20、苏力的书觉得都挺通俗的，但是思想绝对不浅薄，我觉得和他上课的风格是一样的，当然他所追
求的“本土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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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21、书能治愈抑郁症
22、不愧是“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之一，真诚、用心之作，非常精彩!
23、打开了学术论文的一扇大门，透过纷繁和浮躁的表面来接近问题的本质，前半部分关于对本土资
源的利用之主张克制而又让人耳目一些，非常值得一读。
24、任何做学问的人都要时刻问自己：什么是XXX或XX的贡献？
25、生命只有向后看才能懂其意义，而人必须向前生活。

26、2017-013 四星半。对制度建设的强调即使放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也恰逢其时；既有对理论的深刻
反思和严肃学术批评，也有对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结合。
27、中国版《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国的法律实践需要非正式社会控制和正式社会控制的合作~
28、苏老师说话总是带着双保险，滴水不漏～是作为法学家的逻辑严谨还是担心政治因素呢～非常喜
欢看中间几篇带着例子的论证，铿锵有力，条理清晰，让我这个墙头草一直跟着摇摆不定～崇拜的五
体投地
29、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月才看完，下一本加快速度
30、措辞严谨，道理朴素，观点鲜明，逻辑清楚。
31、曾经无比膜拜的一本书，是他让我们学会将概念置于生活之中，历史之中去思考，不要口号式研
究。另外对于自发秩序提出了一种“等”的态度，也许是法治热的一剂清醒针。
32、观点第一，视角第二，文笔第三。
33、希望该读的人在该读的时候读了。
34、理性的学术作品，五星级推荐
35、苏力文笔很好
36、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一锅端，实在是无法理解。
37、重读风采依旧。
38、作为一个大一的法律新生，在完全没有法律学习背景下，看着本书却十分流畅。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的确让我认识到很多法学的相关知识吧。
39、还是有深度的有意思
40、逻辑严密，学者之风令人敬佩。
41、很精彩
42、从自身传统中寻找前进之路
43、我们需要在反思中前进，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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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精彩书评

1、第一次看苏力的作品是《走不出的风景》。当时是在高中，简单地翻了一下这本书，并没有留下
什么印象。如今的我走到法律的门前，作为刚入门的小鲜肉，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法治及
其本土资源》。把它仔细读完，既满足又欣喜。第一次上法理课，老师说虽然我们会有中国法史相关
课程，但中国当代法律体系基本来源于西方。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是必由之路。记得政治
课本上说，对待外来文化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但我们吸收西方法律文化时，我们传统之精华又应该
如何体现呢？就像苏力在自序中问的那样：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这本书分析了现代法律建设的难
点，以秋菊和山杠爷的案例分析了当代法律和农村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并且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应如何开展法制建设。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法律规避问题？法律规避现象反应的不是人们不懂法，而
“正是依赖国家制定法的隐性存在，那些民间的，习惯的‘法律规则’才变得起作用。”因此，法律
规避对法治的完善有积极作用。这本书读来很有“历史的沧桑”，九十年代的案例和时代特征与今日
有所不同。我会怀疑这本书中观点的时效性，但也能看出“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就总体来说⋯⋯仍然
没有过时。”就像今天读名著一样，每篇名著都有时代的局限，但它的语言和思想仍有值得借鉴的地
方。同样是在自序中，苏力引用Matz 的“定理”：“所谓结论，就是你懒得思考下去的地方。”苏力
在这本书中更注重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秦老师在邮件中问我，有没有自己所
珍惜的问题。也许，如何发现问题并且珍惜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将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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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章节试读

1、《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笔记-第184页

            苏力站在权利配置的高度上分析了隐私权（秋菊）、名誉权（邱氏鼠药案）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
    权利的初步配置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或者规则化的方式完成的，法律赋予了每个人以这样那样的权
利，实质上就是赋予法律主体获取利益的方式的合法性。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合法的权利
间也会发生冲突，而且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这种权利间的冲突？
    先验地判断产生冲突的权利孰高孰低并要求一种权利向另一种权利让步的做法不太可取，必须看到
权利配置背后的利益走向。优先保护哪一种权利能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益，就应该侧重于哪一种权利。
比如将更多的言论自由权利分配给科学家，有利于营造求真务实，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环境，还可以
切实地打击一切伪科学。但是，绩效原则在权利配置当中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效率并不是法律追求
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至少在我看来不该是法律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牺牲
效率来取得诸如公平、正义、自由这样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波斯纳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成本
。但要我说，对正义的追求不可事事计算成本。
     效率可以填充公平正义的内涵，但不可以代替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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