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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法学的世界时刻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期?念

本刊编辑部

雪洗虏尘，燕风慕春。在这清朗的冬日，《环球法律评论》迎来了她的第二百期！

从１９７９年初创《法学译丛》，迄 １９９３年改刊《外国法译评》，迨至 ２００１年定为现名，

《环球法律评论》始终和改革同步，与开放偕行。早在 １９６２年，从其前身《法学研究资料》

始，《环球法律评论》既已奠定开放包容、博观约取的内质与基因。１９７９年行世以来，始终

以服务国家建设、助力法治发展、展现法学成果为主旨，通过支持中外法学的比较研究与

交流融通，便利学界同仁悟取舍之正道，得法意之真髓。东洋西洋，拥纳入怀；欧风美雨，

甘之如饴。以一卷尽拥全球万方法意阑珊，以一刊绽放中国法学千姿百态，《环球法律评

论》功不唐捐！

卅六载燃薪之路，二百期筚路蓝缕。刊名三易，或高歌精进，或低徊婉转，《环球法律

评论》始终与无数学界同仁共休戚，更恰与当代中国法学相俯仰。《法学研究资料》原专

司译介苏东法学，仅内部交流；《法学译丛》踵武赓续，初以?译苏东法学为主旨，但呼应

法治实践与学界吁求，渐及西方与第三世界法学，视野大张，公开发行，一时洛阳纸贵。苏

东剧变之后，揖欧追美，蔚然再主中国法学沉浮，而此时距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扣开国门及接

踵而来的西法东渐，正好一个半世纪。亟经世变的《外国法译评》，堪堪卡在历史轮回的

关键节点，成为中国法学蛇行旋升的深切见证。

２００１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系另外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经济的

重要引擎，更意味着中国真正与国际社会的相互拥抱，中国法学也加大了与国外交流的马

力。当轴诸贤预判先机，《环球法律评论》应天顺时，既坚持比较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传

统优势，更开始回视本土，反求诸己，中国法学心智，有以呈现。

孜孜，锲而不舍，颠沛于是，造次于是。十五年来，《环球法律评论》与国家共命

运，与时代同呼吸，刊发了大量介绍和研究国外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重要成果，以及植根中

国，坚持问题导向和比较研究的优秀作品，推动了国家立法、司法以及法学教育与学术的

进步，滋养了一大批优秀中国法律学人的成长，促进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规范、成熟与繁荣，

提升了中国法学学术的理论品格与求实精神。一代代编辑者的接力赛，终于跑出了好成

绩。今日之《环球法律评论》，已渐成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重要法学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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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平台，会通中外、交流融贯、多元包容、推陈出新的法学研究成果重要展示舞台，也因此

成为中国法学研究及法学期刊的一面重要旗帜。中国法治与法学的进步，我们与有责焉，

与有荣焉！

“雪中望罗浮，玉峰峨峨起，不知山下村，人住梅花里。”或可言之，《环球法律评论》的

三十六年，正是中国法学一百七十五年螺旋行进中最近的一次历史轮回。它既是对肇端

于清末、重启于民国，又在新中国命运多舛的那段西法东渐历程的断弦再续；也是对草创

于工业革命时代，并在西方社会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完善的西方古典法治的朝花夕拾。

举凡立法、行政、司法，建章立制，学术界高度共识，皆力主模范西方。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更在

人类历史上，全球第一大政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依法治国，并出台堪称宏大的

改革和建设纲领的重要决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法学最为繁盛的一段时光，也是中国法

治高歌猛进的一段黄金岁月。

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推行法治的真诚，也很少有人会无视中国在法治化进程中所取

得的成就。但吊诡的是，法治大兴，努力了很多，留下的却有限。我们充盈着希望，也弥漫

着焦虑。人们对法治的心灵需求越来越大，不满足渐积渐深，但法治的推行却早已不可能

势如破竹，而是如掘岩石，寸进不易。法治永远在前方，就像在等待戈多。

实践者与研究者也有相互越来越不耐烦的迹象，知识者不满于实践者的因循苟且自

利自肥，实践者失望于学术界的浮华空疏师心自用。共识出现裂痕，蜜月渐行渐远。这可

能是人类政治、社会与法治转型中的一段弥足珍贵的心史。但难以忽视的是，在知识开

放、信息畅达的今时今日，知识者日益演化为专门化和专业化的普通社会分工群体，而愈

益丧失传统士人对社会所具有的知识优势，对政治所具有的道义优势。

困惑由此而生。如果说在法治变革早期，举国拥有同一个改革共识，各方分享同一张

改革蓝图的话，那么在法治推行进入深水区，法治实践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法治虽然仍

是公约数，但对它的理解却很可能不再完全一致。同一个改革，同一个法治，却未必还是

同一个梦。法治是美好的，但它是否穷尽了人类治理智慧的极致，达到了尽善尽美而绝对

不容置喙？西式法治同样是好的，但它是否只拥有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唯一路径或模式，

而排除了其他国家制度创新的可能？法治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但现实世界中各国各族推

行法治的成败如何，得失何在？法治与政治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它究竟是政治的礼

服，还是变革的扳机？人类对法治的理解与研究，究竟还有没有突破西方理论框架、范式

而进行智慧创新的可能？某种意义上，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小，亮出底牌可能就在弹指

之间。

我们对法治所曾经持有的一套西方话语、西方典范、西方理想、西方目标，虽然仍不失

其现实的感召力与理论的解释力，但却很可能再次有了强力的竞争者。我们应该坚持法

治的理想、目标，永不放弃对任何异域优秀法治智慧的学习，但也同样应该关注当今世界

法治的现实、法治实现的具体条件，以及属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创新与民族贡献。中西之间

关于终极理想的预设终究是不同的，并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各自的政治愿景与法治理想。

圣经的启示录互参礼运的大同篇，也许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惊喜，新的洞见与治理智慧。

特别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愈来愈呈现出从算术级到几何级的变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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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固有的所有治理智慧与法治机制都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农业文明时代的

中国治道，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法治，在生物技术突破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将会在

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治理与法治，又会发生何等惊心动魄的理论升华与智慧突破？

思之令人神往！这是人类的问题，也是人类的机缘；在大变革可能发生之际，法治当然需

要中国的智慧交代，呼唤中国的思想贡献。

面对治理机制与治理智慧的可能突破，人类不应回避，中国不应逃避，《环球法律评

论》不会旁观。如果说，无论是清末民国的西法东渐，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断弦再续，是

西方法治的人类贡献以及西方法学的世界时刻的中国呈现，是西方法治或西方法学的中

国时刻。那么，我们的理想与我们的使命，就是打破西方的“孤独”，突破西方法学的一言

堂，而作出我们的思想贡献，丰富人类的治理智慧。

哪怕只是茫茫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碳水化合物，人类也有资格过有尊严的生活。

子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环球法律评论》也许只是人类政法智慧创造

群体中的米粒之珠，但我们仍然愿意毫无保留地绽放自己的热能与光华。三十六年，三生

万物。“三”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独特的含蕴，意味着繁衍，意味着变易；阐旧邦以辅新命，

返根本而再开新局，《环球法律评论》依然青春！

流光总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白了鬓角。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尤其是 １９７９年以

来，一代代《环球法律评论》人闳识孤怀，历百折逾千难无怨无悔，千万名法学界同仁不离

不弃，经风霜历雪雨从未旋踵。《环球法律评论》无数的编者作者读者中，有的已年届期

颐，成为后辈景仰的法学泰斗巨擘；有些正春秋鼎盛，是撑起当代中国法学四梁八柱的大

匠中坚；更多的则是锋芒初露的青年新秀，他们正以日新又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为中国法

学界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参横斗转，经始立极。对于一本期刊而言，无论是三十而立，还是五十知天命，经此世

界格局重整、世道人心更张的伟大变革时代，正是足以正其心、诚其意、立其言、逞其志的

黄金契机。“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环球法律评论》愿与中国法律学人并肩携手，有

志一同，在很可能即将到来人类思想又一轴心期，于混沌微明的曦光中，创造中国法学的

世界时刻！

（执笔人：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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