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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内容概要

《陈鹏生法学文集》内容简介：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华东政法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法律史
专业硕士研究生；2001年，又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至今已过去了整整30年，我们为国家培养
了244位硕士和180位博士，这一批高层次的法律人才，现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在法学教育、法学研
究、法律实务及其他各个领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理论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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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作者简介

陈鹏生
1932生，福建省南安市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厦门大学法律系学习，后因院系调整调入华东政法学
院，于1954年毕业。现任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律史学
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中国法制史》、《儒家法文化与和谐社会》、《现代化与
中国传统法文化》、《上海法制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10多部。担任国家级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法制
通史》、《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中《隋唐法制分卷》和《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分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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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书籍目录

第一篇 论文选刊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发展及其基本特点
 从天人观念的差异看中西法文化的不同走向
 法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法文化的现实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法制史研究
 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文化走向
 隋唐法制略论
 唐朝社会及其立法思想
 “一准于礼”与“贞观之治”
 中国古代法制对于古代社会的宏观调节
 儒家思想与现代道德和法治的若干现实思考
 明朝的立法及其法律内容的发展变化
 上海法制发展的战略研究
 沿流讨源。由源揽流
 ——春秋战国法律思想小议
 社会主义中国法系初探
 新中国法制史：二十一世纪一个亟待开拓的中法史研究领域
 上海法制发展战略初探
 市场经济的培育与法律文化的重构
 ⋯⋯
第二篇 杂文及其他
附录一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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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就连被非议较多的儒家中庸观和处世哲学，我们也还是能从极高明而道中庸、知进知止等思
想中，得到一点现代辩证法思想的精神馈赠。所以，对于儒学或传统法律文化的褒与贬，是千万不能
简单化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雅努斯的曲线思维”。雅努斯这位大罗马的“两面神”，一副面
孔看此，另一副面孔看彼，从而在对立中揭示事物的真谛，揭开了创造的奥秘。这对我们在研究传统
文化时正确地进行褒和贬，无疑是很有启迪的。我们不能总是顺着一种思路延伸下去。雅努斯思维的
实质是辩证思想，我们对于儒学和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既看到这一面，也
看到那一面。从这种辩证思维出发看问题，我们才不会在讲批判时，就一股脑儿地将传统的东西统统
加以否定；讲弘扬时，又完全陶醉于失去的伟大，乃至良莠不分，全盘照收。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是社
会发展的规律，我们研究儒学，研究传统的法律文化，目的在于联系实际，建设现实。马克思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当然不能拔
发离地，只能在这中华大地的自然土壤和精神土壤上建设我们的现代文化。儒学和传统法律文化，同
属于我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文化
，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当然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
今天所要弘扬的优秀民族文化，在其深层内蕴中，就有许多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
想精华和人们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已成为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中起着良好的作用。如果说，过去的统治阶级讲“正统”，讲“道统”是为了取得一个护身符
，以说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那么，今天我们讲传统，研究传统，则是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以“推陈出新”而为现实所用。在这里，关键是如何转化的问题。有人说，传统是死的，不好利用
，也无法改造。其实，传统是不能中断的，无所谓死。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依靠两种相成相反的力
量：一要变革；二要稳定。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就既要注意对传统的改造、利
用，又要注意尊重传统。孔子其生也早，身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他只会常常梦见周公，而不能去梦
见石油大王或钢铁大王，所以我们讲利用、改造传统为现代服务，绝不能采用“拿来主义”，不是简
单地做崇奉故旧、引证古典、高唱子日诗云所能奏效。我们讲转化，讲利用和改造，首先要看到任何
文化总是一种限定，即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上的限定，我们的转化就是要突破这些限定
，进行观念上的变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我们研究儒学、研究传统法律文
化，绝不是要让时代跟着圣人走，而是要通过转化，利用传统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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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编辑推荐

《陈鹏生法学文集》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硕士点招生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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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生法学文集》

精彩短评

1、打开一看，太失望了。。申请退货了。
退货理由是，其中80、90年代的内容太多了，新的东西却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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