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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学随笔融贯理论与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李步云  
 

  有人曾开玩笑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把大家都听得懂的事情或道理用大家听不懂的话说出来

的人。这种玩笑其实暗含着对当今文风、教风和科研风气的某种批评与调侃。细细思之，不无道

理。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博大精深的理论文章如果立意高远且论证充分，自有其价值所在，

但相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和体验而言，难免曲高和寡。 
  由此而言，法学随笔对生活的切入较为自然和广泛，更容易为公众理解、接受和喜欢，因而

法学随笔比起高深的理论文章往往有更多的读者。其实，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

思维的。这种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高深的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和反思上。真

正的大家或大师的文章是能够融会贯通和深入浅出的，即能够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语把深奥的

道理表达出来。 
  这本法学随笔《法律人的理性与沉思》汇集了作者多年执著的思考和心灵的激荡，在转型社

会法治意识普遍不高且误区重重的今天殊为可贵。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如下可

贵之处。 
  一是可贵的人权意识和法治思维。无论哪篇随笔都浸透着这样的基本思维，如《也谈“上访”

与“闹事”》一文中，作者从宪法和人权角度阐释了上访的性质，上访现象发生的原因，运用法

治与人权的思维分析、解读了其中的问题和规律，结合实际澄清了人们对上访现象的认识误区和

思维局限。 
  二是问题意识和问题思维比较浓厚。随笔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常常是有的放矢。随笔中

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甚至是熟视无睹的现象和问题。能够敏锐地抓住这

些现象和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足见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较为深刻，可贵的是作者能

够保持学者和法律人的那份独有的敏感与良心。如《中国人的“面子”与法治》、《行车如人生》、

《“中国制造”的忧乐之思》等，都是作者的生活体验，就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一样。 
  三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顶天立地”。随笔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大问题不显得空洞和浮泛，

小问题不显得烦琐和浅薄，可见作者有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严谨的法学专业思维。他能够把生活

中一些十分细小的事件和现象上升到理论高度，深入挖掘和透视，从小事件能够看到大问题，并

适时从专业角度加以阐释，然后提出某些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其切入点和落脚点是现实的和可

操作的，并有一定理论支撑，作者务实的写作态度与方法比起单纯的批判性话语而言，更为可贵

也更具可操作性。 
  四是随笔涉及的内容广泛、题材多样。随笔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兼容了通俗性和专

业性。很多随笔完全出自作者多年来的亲身体验和思考，让人感觉十分亲切。《红楼梦》里有句

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透过这本随笔文集可见作者宽厚的生活体验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能

力，作者的研究视野和思维跨度较大，对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不是就事论事。撰写这样的随笔要求

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和专业资质。 
  国内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高水平的法学理论著作和论文为数不少，而既能切中时弊又能提出建

设性意见的随笔文集相对较少。纯粹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功在长远的奉献，“随风潜入夜”式的法

学随笔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奉献呢?只是其高端学术性采取了一种更为通俗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

式而已，并且由于法学随笔深入浅出，其受众面更为广泛，影响也更大。由此而言，如果能有更

多的学者既能潜心于书斋从事理论研究，又能走出书斋勇于实践和思考并以严谨的专业态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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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和科学总结，再以浅显的文字予以阐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则于中国之法治和文明进

程善莫大焉! 
  中国虽然已经确立了保障人权与建设法治的奋斗目标，但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还要走很长的

路，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为之不懈地努力。 
  我衷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法学随笔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