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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内容概要

如何写出一篇优秀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书评？如何更透彻的理解苏力老师的法学理念和精神？你可
以从这本书里得到一些答案。不仅如此，徜徉在大师的思想海洋里，感受到的就不只是扑面而来的学
术气息，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海水浸润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

　　素净的封面，淡雅的目录，苏力老师以他一贯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批评文风，让人觉得汗颜的
同时更让人深思。全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读书乐和自恋情结。前一部分主要收录了苏力老师为部分
书籍写的书评，文辞犀利，逮谁批谁，真正既把握好了批评的分寸，又用心透彻的理解了原作者的思
路，充分凸显了作者所要追求的学术批评的目的；第二部分则主要介绍了一些苏力老师为自己出版的
一些书所做的序和跋以及对已经出版的书籍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对读者更好的理解苏力老师的其他作
品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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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祖籍江苏，生于55年愚人节。少年从军，后当过工人，78年考入
北京大学，“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84年硕士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读硕士、博士学位。92年回国在
北大法学院任都，先后任讲师（92年）、副教授（94年）、教授（96年）。独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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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书乐（代序）
逮谁批谁？
需要中国的法律学术批评
历史·理论·方法
《解释学法学与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评议
读《趋向权利的时代》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
学术批评的艰难
《新乡土中国》序
“驿外断桥边”
如何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
如何思考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礼失而求诸野
发现中国的知识形态
我喜欢的10本书
形成中国的共同体
经济学帝国主义？
如何深入学术批评和对话？
走马挑刺
翻译中的制度问题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读书笔记
认真对待人治
法律如何信仰？
自恋情结？
什么是你的贡献？
关于“本土资源”的几点说明
关于法治的本土资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新版自序
《阅读秩序》序与跋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序
世纪末日的交待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前言
“上载”与“下载”
法学研究的对外开放
《燕园法学文录》序
丰富对法律的理解
法学的前沿？
喜欢什么期刊？能有什么期刊？
《送法下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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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章节摘录

书摘                                              书摘   指出我和粱治平在前设判断上的这种差异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种差
异往往与个人对世界上的直觉把握、生活经验甚至偏好相关。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要指
出这个前设判断上的差异缘何而发生。我认为，这主要可能出自梁治平关于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一个重
要判断。⑽他曾多次写下，人类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共同的，不同点在于人们理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他实际上更多强调文化的选择，强调
入的自主性，当然这种“选择”也总是在文化传统中的选择。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从一个比
较抽象的层面来看，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确是相同的，例如都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有组织生产、
分配、交换以及社会组织等等问题。但从具体的层面来看，人们面临的并不是这样一些抽象化了的问
题，而是在我或我们现有的环境中，如何活下去，如何生产、分配、交换的问题。一个极地雪域中的
爱斯基摩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一个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印第安人的基本问题既相同，又不相同。
因此，我认为，在面临不同的现实的基本问题的人群中，会产生不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即
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得以传承的为解决对于具体群体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那些东西．其中固然包括
了“安排秩序的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现，但远远不仅如此。这种广义的文化，既是选择的，也是
被选择的；人们理解这些具体的基本问题的立场、对待这些具体的问題的态度和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題
的方式因此可能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同样是在传统中变化，尽管同样是先前的立场、态度和方
式会影响变化的路径、变化的弹性甚至对变化的语言表述。如果这一点还有道理，那么，安排秩序的
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就必然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的。    梁治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后一点，
在多处，他都指出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功能主义因素，指出法律史研究对象里面“同时揉和
了功能性的和作为依据的文化性的东西”。(11)但是，他似乎总是更为侧重于这种作为制度依据的文
化性的东西。尽管他的这种强调对于他的研究侧重一一法律文化类型学一一完全必要，对于其理论体
系之完成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正如任何视角都有局限，任何理论都有弱点一样，他的这种对于文化性
的强调也会带来一些难以解决的理论的、实践的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类型学的法律文化研究强调
“差异最大化”，⑿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
化了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作者引证的梁漱溟和吉尔兹都
持这种观点。但是现实的法律文化永远一个流变的传统，那种假定的条件一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
接触”一一是一个反事实的(counteffacmal)假定，是为思想实验而设定的条件，其论证的说服力也许针
对的是研究者构造的“文化类型”，而不是作为研究者构建文化类型之来源的中国法律传统；针对的
是思辨的逻辑．而不是历史和思维的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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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书乐（代序）读书乐（代序）   本来是要把过去十年里我译书、读书和写书之后留下的一些文字汇
成一个集子。蒋浩先生说太厚，读者看着不方便，于是就把一本书拆成了两本。一本都与自己的翻译
有关，叫做《波斯蚋及其他》；这一本则分别与自己读书和写作有关。其中有些文章曾收集入其他文
集。这次为了凸现学术批评，省略了就可能不足以展示学术批评的多样进路，所以又收进来一些，还
请读者原谅。    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基本上都是书评，尽管有的是作为代序；由于这些文字大都以
批评为主。似乎“逮谁批谁”。第二编则是主要是自己著作的序和跋，少量则是为北大法学院的一些
编著写的序，还有一些是对自己著述中某些问题的解说或辩解；多少有一种敝帚自珍的“自恋情结”
。因此有了两编的题名。    其实，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一种“自恋”的表现。尽管说起来不好，
但是，自恋不就是自爱吗?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即使是在学术上，自爱一点，有什么不好?再说，也不
是每个人想自爱就都能自爱的。    但是，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椎进中国法学
的学术批评。我认为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书评就总体而言实在很差。不但绝大多数书评往往流于唱赞歌
，而且相当老套。往往是“主题新颖”、“材料丰富”、“结构合理”最后加上“瑕不掩瑜”的一页
。许多为他人著作写的“序”也大都如此。除了作为一种变相的商业广告，实在是有它不多，缺它不
少，实在是不利于中国法学界在竞争中发展。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略有好转，但主流还是没有变化
。而且还是有批评爱上纲上线，爱猜测作者的政治态度，而不是关心作品和作品的问题和思路，不关
心学术问题；近年来甚至有学者只关心“学术道德”，这实际还是关心政治，不关心学术。    书评差
的原因很多。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批评曾经被政治玷污，而且至今在法学界还有这种习性残留，包
括在年轻一代身上。这一点我在本书收入的“需要中国法律的学术批评”一文中已有简论。但鉴于这
个年代毕竟已经过去20多年了，相比其它某些学界，法学的学术批评仍然相对落后，因此可能还有一
些更隐性的重要原因。我想大致是，第一，法学界是另一种熟人社会，因此熟人社会中“多栽花，少
栽刺”和“拉不下脸”等不成文规范就会支配这个学术社区。第二是法学的学术传统不够，至少我没
看到过老一辈法学家写的有分量的长篇法律学术书评；没有人带，而“文革”遗风还有，因此一写，
不是“歌功颂德”，就是“上纲上线”。    针对第一个原因，因此，就必须有人以学术为重，坚持“
君子之交淡如水”，从身边开始退步展开说理的、对“书”不对人的学术批评，逐步建立一种与现代
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个人主义的学术人际关系。学界应当确立一个我们共同追
求的目标，一步步向前迈进。其次，法学界一定要有一些“傻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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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精彩短评

1、作为苏力老师的忠实书迷，他的每一本著作我都看过，而且看过不止一遍。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
悟和体验。苏力老师理论功底没的说，但是他每次都能够把枯燥的理论用很“朴实”的语言表述出来
，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正如他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中国法学界有苏力，乃学界
之幸。苏力老师是个身体力行的人，有感于中国法学界缺少学术批评，仅有的学术批评也往往流于唱
赞歌，而且相当老套。有些还爱上纲上线，爱猜测作者的政治态度，而不是关心作品或作品的问题和
思路。为了推进中国的学术批评，所以有了这本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书。苏力老师是作为后辈的我
的学习榜样。追随苏力的脚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2、善恶有别
3、大家都叫他苏力。好像每个人都和他很熟一样。不过老师的书确实不错。虽然有几篇在从前的集
子里也见过。但是还是很喜欢。他的文字有深度，不做作，不枯燥。这本同样。
4、一读苏力便欣欣然了起来
5、不错，还没有顾上查看。。。。
6、喜欢这个作者的书~~~
7、应该不错，是本偶尔翻阅，不会全看，但看后必有教益的书。欣赏苏力先生的学问、人品和文字
风格。
8、开阔不一样的学术视野
9、无情，才是最高境界
10、一直都很喜欢苏力教授的文章，不过，购买本书的起因是因为书名《批评与自恋》里面的内容虽
然在其他地方已经看到过，不过还是蛮喜欢恩，对我来说，算是物有所值了~~~
11、这本书不错，重点推荐。
12、入门书
13、苏力老师的每一本书我都认真拜读。感谢苏力老师。
14、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15、自恋没有错，人们讨厌的，是“别人的自恋”。
16、这本书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17、想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必须了解学习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18、这是本好书，不管是内容还是货
19、这本书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有思想。
20、文字有点严肃，但是苏老师的书总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即便如我这样不喜欢啃书的人
21、买了不少这一类的法律人的书，但不喜欢这一本。
22、看书评最要命的是没看过书，光看书评没感触。
23、基本上是90年代写的文章，但是观点还是很先进，一点都没有过时，苏力教授的水平不得不佩服
。
24、苏力的书都是经典，还希望卓越进苏力之前的书，我都想买
25、苏力的书肯定得买！
26、读了几本苏力的书，感觉确实是在用心写作
27、朱老师的每本书都很棒
28、分析严谨、文采斐然，苏力教授的文字有一种张力，吸引人一直读下去并深深折服。
29、读书会正式开始之前找到的榜样吧.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那样....
30、沉在柜底的书之一，几篇还是很喜欢的
31、没认真的读  但是读过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之后考虑重新读这本书
32、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大爱
33、算是文选，很多文字都是第二遍读了，给人以启发，但总觉得或许是因为距离上次读有点时间了
，忘记了。在读此书时，我也有想试图边读边提炼观点与论证的手法，成果不佳，但总归是有一点—
—自觉较之从前头脑里的印象是更清晰了。此外，我还试图在脑中模拟出一个人以与之对话，但这个
尝试很不成功，我的表达还是短板——这或者还是因为知识未内化的原因。
34、还没看，都是序言什么的，不知道有多少东西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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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恋》

35、@华农 老师推荐，可读亲切
36、补记 大二下
37、没有想象中的好，作者有些力竭了
38、苏力教授的书，让我们感受到思维之美，思考的逻辑，论文的进路。值得学习，强烈推荐！
39、这本书其实是法学论文的方法论指导，所有很有可读性和实用价值。
40、书的内容不错，因为都是我选的。。
41、评判精神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赞....
42、好书，苏力——中国法学界的写手，每一部都很现实，都是经典。
43、2008年重读。比以前多了些感悟。引发了更多的书想读。
44、读书笔记及序言合集
45、名字不错
46、错字多，不知为什么。内容很好。
47、苏力老师写的书很好！也很值得一读！
48、老公买的，应该还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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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图书馆复习考研，最惬意的就是随手可以抽本书来看，苏力这本便这样读了大半苏力的关注点
、价值观甚至文风都和我相近（这话托大了，呵呵），就像林语堂说的那样，你要在读书中遇到和你
气质相近的先贤，还好他不是先贤喜欢他，就想喜欢法律思想网一样，你不需要费力地在字里行间爬
梳，便可看见历史，看见学识，看见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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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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