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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阅读秩序》、《送法下乡》] [点介]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

法学“启蒙”。它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

，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对于大学

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

想象的那么枯燥。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本

书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更加充实和饱满,虽然我

还是觉得其《本土资源》一书最为重要。 2. 俞吾金：《问题

域外的问题》 [点介] 作为一本哲学知识和流派介绍的通俗读

本，该书不仅可以把读者引入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重要的

是，该书在开辟和拓宽学生的问题域上，特别在怎样形成自

己的问题意识上，有着相当的帮助。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

问题，这是大学期间一直要注意训练的能力 ，它在很多时候

比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江村经济》] [点介] 今天我们离费先生写作此书的年代

已经相去六七十年，但费先生于书中所做的对中国现状的分

析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样的切中肯綮；费先生所具有的问

题意识和文章风骨，我们今天仍然还差之甚远。每一个法律

人都应该反思：法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 4.吴思：《潜规

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点介] 透视中国社会实际运行

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在我们的正式制度外，还会有一套更为



适用的潜在的规则？作者从历史中的故事投射到当今的现实

。我们可以从中反思：法律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条件上什

么？法律的道德善恶与实际的利害格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是在自我欺骗的冰山上生存，还是在苦涩的反省中奋起

？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 [点介]这是一

本清醒的书、理性的书、幽默的书和智慧的书。它带给我们

的不仅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

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人文关怀。作为法律

人，也许此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是：缺乏对“沉默大多数

”的关怀、缺乏某种“精神家园”的法律，是没有生命的法

律。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黄金时

代》，读起来更加让人回味。 6.安徒生：《安徒生童话全集

》 [点介] 我们缺乏的正是一个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这个

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有着幸福与苦难、欢笑与泪

水的世界。学习法律的人最怕的就是丧失一颗童心。对于那

些没有读过安徒生的故事的人，我要告诉你们：走进这个世

界吧，现在还来得及，它会使你们获得更健全一些。 7.伯尔

曼：《法律与宗教》 [点介] 写得精彩，译得也精彩。探索法

律背后的精神，支撑法律的东西。“没有信仰，法律它将形

同虚设”。在中国既有的法律传统被打破的同时，我们应该

如何寻找新的在法律下生活的传统？当然，读此书时，不要

片面追求其中精彩的语句，更要注重起分析的思路和线索。

8.冯向：《木腿正义》 [点介] 我相信此书对于专事法律的同

仁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启迪案本。作者凭借自身的文学

学科的优势，游仞于法律和社会之间。对法律个案层层剥离

，既立意深远，又视界宽广，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9.梁治平：《法辩》[《新波斯人信札》、《书斋与社会之间

》] [点介] 这里面主要汇集了梁先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在《读

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是其“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

律解释文化”的个案实践和言说。辩异、批判和理性思索融

贯一气。对年轻学生来说，读此书还可以学到如何读书、如

何整理自己的心得体会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方法。《新》

一书亦是早期和另外几个作者作的批判性著作；《书斋》一

书是作者的文化随笔，写得轻松随意，也更见功力。 10.黄仁

宇：《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点介] 作

者对历史的厚积薄发和驾轻就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谙熟洞

然与透辟分析，都显示出其“史实”与“史识”的完美结合

。文笔老辣，一气呵成。其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揭示、规则

与生活状态的运作的阐说，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和法律都有着

极大的启迪。此书不可不读。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点介] 作者对学术、政治，甚至人

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实在可以廓清我们的许多认识。我

们所处的是一个缺少虔诚和信念的时代，这影响着我们对自

身的了解，我们竟不知道从事的职业除了谋生以外还有什么

意义。本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12.应星：《大河移民上

访的故事》 [点介] 用“讲故事”的方法写的社会学著作。直

面“移民”中国家和人民的权力运作，从中揭示政治控制的

策略和游戏，又不乏对平民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无论从研究

方法、研究问题的开辟和创新上，本书对沾沾自喜的法学中

人来说，都是一记棒喝和警醒。 1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

科学》 [点介] 对于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习者(在此包括法

学)来说，对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及走向得有一个比较自觉



的(虽然不一定是清醒的)把握。本书在这方面是极具挑战力

的。它研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建构；对社会科学

的分工的质疑；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立场何在等问题。本书

短短七万言，薄薄小册子，但却比那些动辄数十万、百万言

的著作要有价值得多，更具思想的包容量。 14.贺卫方编：《

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点介] 学法之人，当对法律教育的历史

、现状和发展有基本的了解。本书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的途

径。不宁唯是，当我们对自己身处的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社会

的反差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检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

要对这个法律教育生态圈的运行有一个冷静的认识。此书的

一个特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15.梅因：《古代法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点介] 历史法学

派之代表著作。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经由自己的研究勾画出

法律发展的脉络，提出了法律“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振

聋发聩的命题。更在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和怀疑的精

神，对“自然平等”的流行话语的批判。一如梅因所说，我

们最需要的也许是对新旧材料的不断审查，而不是盲信。后

一本书亦是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著作。 16.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点介] 本书是苏格拉底审判与处刑

的三篇著名对话。展示了苏格拉底是如何被判刑的，他对待

神、知识、伦理、法律、死亡等的态度如何。读者从中受到

其人格的震撼之余，还会进一步思考苏格垃底到底是怎样死

亡的重大的政治和人生的问题。在对话和诘问中教给你智慧

，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收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