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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请我为该社编辑的“边缘法学丛书”写个序言，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对于长期从
事边缘法学研究的我来说，作为“边缘法学研究”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能够为我国边缘法学的发
展壮大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我十分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给予我这个机会
。一社会在进步，法学在发展，由西学东渐传入我国的西方法学，在我国一百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革新，西方法学过分注重纵向研究的弊端逐渐暴露
出来，与我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于是人们开始对日益成熟的法学体系进行新的反思，开始
从新的角度认识法学。边缘法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美国大法学家魏格模1928年在总结法
学研究的经验时，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过这样的感慨：“现在谁也不能专门研究法律的一种科目，
而不顾那和法律有关系的其他科目了。”法律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实践的要求，
就不能孤立地从法律上研究法律。就法律研究法律，这是狭义的研究方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法
律，就不能不注重边缘法学。从实用、实际的方面来研究法律，就必须运用边缘法学的理论和知识。
关于边缘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外国学者早已注意到，而我国学者在很长时间里认识不足，直到近年才
有学者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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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传播学》内容简介：边缘法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社会应用与发展规律的学科体系，边缘法学
是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实验场。它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拓展了法律应用的疆域，扩大了法学
研究的视野，增添了司法实践的方法，成为法律科学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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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第一节 法律、传播与法律传播  第二节 法律传播研究述要  
第三节 作为学科的法律传播学第二章 法律信息研究  第一节 法律信息特性    一、法律信息的概念    二
、法律信息的特征  第二节 法律信息的分类    一、作为法理形态的法律信患    二、作为法律文化的法律
信患    三、作为法律事实的法律信息    四、作为法言法语的法律信息  第三节 法律信息的发展演变    一
、法律信息发展的影响因素    二、法律信息的数字化趋势第三章 法律传播的媒介研究  第一节 作为技
术手段的法律传播媒介    一、媒介技术理论    二、媒介技术对法律传播的作用    三、法律传播媒介衍
变    四、电视法制节 目完美地融合法律传播媒介技术  第二节 作为传媒机构的法律传播媒介    一、大
众传媒理论    二、公共的媒介与法律传播    三、经济的媒介与法律传播第四章 法律传播的受众研究  第
一节 法律传播中受众的行为分析    一、影响受众媒介行为的动因分析    二、受众媒介行为的形成分析  
 三、受众媒介行为的过程分析  第二节 法律传播中受众的结构分析    一、法律传播中受众的基本特征   
二、法律传播受众的主要类型    三、不同类型受众产生的结构分层    四、受众结构分化的影响    五、
削弱受众分化的必要性  第三节 法律传播中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考察    一、经济环境考察    二、政治环
境考察    三、文化环境考察    四、法律环境考察  ⋯⋯第五章 法律传播效果第六章 法律的跨文化传播
第七章 法律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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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正较早进行系统研究法律传播现象的当属戴勇才所著的《法制宣传学》（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只是囿于时下的表述习惯和传播学还没有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书中提出的是“法制宣传学”的
概念。这本开创性著作在吸收古今法制传播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分析了法制宣传
学隶属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勾勒了法制宣传学的基本轮廓。接着，1996年8月喻毅、赵英华著的《法
制宣传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该书紧密围绕“三五普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法制宣
传，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科学地位、功能作用、决策方法，初步阐述了法
制宣传学的基本原理”，①进一步推动了法制宣传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步伐。②2003年长期从事法制
宣传实践的牛克、刘玉民又推出《法制宣传学》（人民法院出版社）。本书从总结我国法制宣传实践
经验人手，从法制宣传学科建设、法制宣传管理、法制宣传实务、舆论监督、新闻侵权等五个方面，
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次年，李振宇的《法律传播学》（中国检察出版社）问世，这是我国第一
部用传播的视角关注法律信息传受行为和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揭示传播规律的著作。该
书是边缘法学论丛中的一部专著，体系宏大，分为上、下两编，共十七章，其中的法律传播准备、法
律活动传播、法律文牍传播、法律文献传播、法律传播决策、法律传播现代化诸章散发着浓郁的“法
学气息”。2006年，庹继光、李缨又出版《法律传播导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刘海贵在该书
的序言中写道：法律传播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渠道的多样性以及信息效力的差异性等，都使得对
法律传播理论的研究颇为困难。虽然传播学理论可以为法律传播研究提供方法上的极大支持，但真正
要把法律的内核与传播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操作上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此言可谓一语道破法律
传播研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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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先谈一谈研究这个题目的一些背景。非法学专业出身的人到法大教书，很快能感受到这里强大的法学
“气场”，不知不觉中就得琢磨着如何将教学和科研与法学“沾边”，谋求与法学的交叉，以达到走
近、结合、融入的目的。我对法律传播这个领域格外关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个“气场”作用的直接
结果（本人2002年以来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传播学）。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2008年五
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中国政法大学看望学生，谈及希望中国政法大学要成为培养法律人才的摇篮
、培训法律干部的基地、进行全民普法教育的学校，全校上下为之振奋。“培养法律人才”、“培训
法律干部”，中国政法大学一直在做，而且堪称全国一流，实效举世公认。私下讨论的时候，大家觉
得似乎唯有在“全民普法教育”上，中国政法大学确有疏于战略层面的规划和定位之处，提升空间广
阔，这就更加坚定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深耕法律传播的信心和决心，因为全民普法教育的要义离
不开法律的传播。法律传播是一个研究领域，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用这个视角放眼当下，大到
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中到收入分配、教育权利、司法公正，小到娱乐八卦、头疼脑热、
柴米油盐等宏观、中观、微观的生活万象里都有繁复琐碎的法律传播物事和因子。特别是近年来，处
于社会舆情风口浪尖的“躲猫猫”、“欺实马”、“洗澡澡”、“楼歪歪”、“睡觉觉”、“钓鱼执
法”、“光头警察”、“李庄案”、“拆迁自焚”等等纷纷扰扰的热点、焦点事件，无一不是典型而
生动的法律传播案例。总之，层出不穷的新材料、新现象、新问题更让人感到深入研究法律传播的必
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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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传播学》：“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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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版书，不错，写论文要用到，呵呵，2010年版本的，目前国内最新版本。但是书中内容我并不完
全赞同，甚至不赞同的内容还不少。送货速度很快，超过我的想象，赞一个，卓越。继续努力，给客
户更好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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