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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体制中拒绝主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自序 ①评论   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
的四大弊病——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一）   　“山头主义”、 知识上的不团结、浮躁之风
或学术消费主义以及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趋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直接与博士生和硕士生学
习和研究紧密相关的四大弊病。   学术讨论为什么缺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二）   　
正是“行政与学术不分”和“辈分与学术不分”这两种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
学术讨论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考研中的“思想品德考核”意味着什么？——中国研究生教育
的反思与批判（三） 　　“思想品德考核”这一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支配”大学生行为取向
的规范性作用，从而致使大学生日趋“弱势化”或丢失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考研变高考”的制度
性追究——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四） 　　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并不是一种自足
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宁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依附性的制度安排。   中国博士招生制度必须
改革——论“苏力招博事件” 　　有一种力量，虽说无形于博士招生制度安排之中，但是却无时不刻
地宰制着我们招生制度安排的方向。   我们对社会生活“言说”的正当性——再论“苏力招博事件” 
　　作为学者或法学家的我们，不仅需要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进行“言说”，而且也必须以同样的方
式甚或更严肃的方式直面我们内部或学术界自身之中的各种问题。   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
的追究——三论“苏力招博事件” 　　这张“消声之幕”对我们的宰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共谋”关系
乃是“玩弄”或“运作”中国博士招生制度之实践的基础。   教师节：一个反思的时刻 　　“教师节
”的存在，不仅会因为我们出色的教育工作而使我们得到鲜花和掌声，而且也同样会因为我们的失职
和错误而使我们背上耻辱的名声。   读者“死了”或作者“死了” 　　基本的理论阅读，以及养成在
我们个人自主意识的支撑下进行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建构我们个人学术自主
性的大问题。   学术批评抑或“逮谁批谁” 　　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对批判对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
展开的从知识脉络或思维方式或论证效力或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的学术批评。   对“法制
与社会发展”之判准的反思——贺《法制与社会发展》出版十周年 　　“从法制/法治与社会发展的
互动”，在中国法学的新时代里，也就转换成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下的“特定时空的法制/法治与
社会发展的互动”。   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 　　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学
术自主性在学术刊物的编辑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建构起明确的意识，关键乃在于我们对“学术为
本”原则的信奉。   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
行）》之合法性的质疑 　　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必须植根于学术界自己的土壤之中，由广大的知识
分子自己通过对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及其原因进行讨论、反思和批判来实现其目的。   对知识分子“契
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 　　这样一张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消声
之幕”，不仅隐藏了各种各样的“共谋”关系，而且还使得广大具有“日常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也
不得不变成了“失语共谋者”。 ②序跋   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中国书评》复刊辞 　　我们
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对批判对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从知识脉络或思维方式或论证效力或价值取向
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的、有助益于知识增量的严肃的学术书评。   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
的问题——《中国书评》（第三辑）代序 　　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
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   知识生产机
器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序言 　　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
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无法有效地洞见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知识的性质。   法学理论前沿与
中国法学的发展——序《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四卷） 　　“回到经典”并对各种经典构成的各种
学术传统进行批判，才有可能比较确当地发现和建构起我们当下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法学理论前沿论题
。   知识：开放与封闭——《知识与法律》序言 　　惟有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有一种“开放性”，我
们才有可能够为讨论、阅读和思考建构起一个批判的前提，并为促成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的增量提供可
能性。   临界：中国青年学者的使命与担当——《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总序 　　这种“临界”时
刻的达致，主要通过知识分子从此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我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反思
”状态。   学术之路的路标——《寂寞的欢愉》自序 　　这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
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小路上的思与语 　　这是对当时学术
研究中盛行的“消费”倾向、“会展学术”现象以及学术场域与外部其他场域“共谋”的倾向的回应
，更是对那条以各种主流形式构成的“大路”的决然批判。   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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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 　　那些隐含在既有制度或规则中的原本可以争辩的理想要素，在“全球
化结构”的支配下，转变成了不可争辩的单一理想判准，丢失了理想要素的政治性。   根据中国的理
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我们的思想要开始“说话”，但绝
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说“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说话”中显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 ③演讲
  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受聘吉林大学教授就职学术演讲 　　我们并不是为了回到经典而
回到经典，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建构而回到经典进行批判。   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
科学的发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晚会上的致辞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当下阶段，中
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状况，必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   全球化问题的问题化——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的学术总评 　　我们现在只是承认
西方论者所提供的各种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但是却没有将其“问题化”。   全球化时代与三种理
念的转换——在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上的致辞 　　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对
“中国”或“我们”的定义重新定义“中国”或“我们”；要给出自己的源出于中国立场的“话语”
；还要建构一个具有全球性质的“团队”或“论坛”。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天则经济研究所“
双周论坛”上的演讲 　　要研究现实的中国，就要关注中国现实，就要对它作“问题化”的理论处理
。   学术担当：世界与中国——“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闭幕辞 　　兑现世界性的和中国
性的两项担当，需要以严肃的学术批判为基础，而且还需要以自主的学术传统作为我们践履上述两项
担当的支撑，而不是任何其他方式。   一出与世风共谋的“闹剧”——有关博士生“自动罢课”的感
言 　　身为一个学生、身为一个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们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份“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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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建议对邓正来教授感兴趣的同学买来看看
2、似曾相识燕归来
3、本人不是法学专业，但是很仰慕邓正来的学术精神，这本书值得一读。
4、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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