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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    

宗师之风 赤子心灵——记当代著名法理学家沈宗灵 

阅读次数： 923  2006-4-4 14:06:00 

      沈宗灵先生１９２３年出生于杭州，１９４６年毕业于国立复旦大

学，获法学学士学位；翌年，远渡重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

学习，次年获硕士学位。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沈宗灵回到祖国复

旦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教学生涯。解放后，沈宗灵先生先后在

新成立的新法学研究院和后来与之合并的中央政法干校工作。１９５４

年，中央决定重建北京大学法律系，沈先生调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

法的理论教研室主任。在未名湖畔燕园讲坛上主讲了几年的国家与法的

理论之后，他终于没能逃脱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１９５

８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后来因需要回校从事编译工作，但十年

动乱间仍遭隔离审查，直至１９７７年才正式重返讲台。  

     如果说此前的栉风沐雨是人生和学术的积淀，那么重返讲台后的沈

宗灵先生才真正有机会焕发出了学术的生命。“文革”的风雨过后，法

学园地已是一片荒芜。特别是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法学和政治学不

分，法学的基础理论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以沈宗灵先生等老

一代学人一手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法理学，而沈先生在其中起到了基础性

的作用。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现在的

“法理学”，当代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每一步的发展，都与沈宗灵先

生的学术努力息息相关。１９８４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法学基础理

论》教科书，沈先生是统稿人之一。该书于１９８８年获国家教委全国

高校优秀教材奖。１９９４年，沈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

理学》，于１９９６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１９９７年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在这些教材和相关论文中，他对法的概念进行了多角度

的词义分析，提出了法的本质的“三层次”说，首先在中国采用法的规

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法律责任理论，填补了我国法律

推理研究的空白，在我国首次提出评价法律实行的标准和对法律实行情

况的因果分析等。这些，都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沈宗灵先生不仅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上具有显赫的学术地位，而且在

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的研究中也成就卓著。我国现在大多数的现代



【返回】  

西方法理学研究者，都是在沈宗灵先生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所著的

《现代西方法理学》，更是被誉为这方面的代表之作。他还对我国比较

法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其名著《比较法总论》，运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对中外法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

题进行了阐述，使得在国际性的比较法学研究论坛上有了中国学者的一

席之地。  

     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沈宗灵先生还担任了多种学术职务。他曾分

别担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比较法研究会的首届总干事、国际法

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学会中国分会首任主席，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

评议组成员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分组成员等、中国法学会名誉理

事，国家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特邀委员等。在这些岗位上，

他尽心竭力，扶植学术，奖掖后进，深受学界的尊重。  

     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所说，沈宗灵教授的经历是一个中国知识

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混乱的年代中没有对错误

的东西歌功颂德，没有作出违背良知的事情；在于他本着科学和进步的

精神，把法理学变成一门科学。如今，沈宗灵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

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却始终如一。2001年，他的专著《比较宪

法》一书出版，据沈先生讲，他最早在复旦大学从教时讲的第一门课就

是比较宪法，这本书算是对他最初学术心愿的一个了结。如今已八十四

岁高龄的他仍笔耕不辍，目前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学者的《比较法与经济

学》。这涉及到当代最前沿的法与经济学课题，为此，他还研读了经济

学方面的著作。这种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作风足以为学界后人所学

习。  

                                

                                                        文/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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