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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副教授主讲吉大法学第11期“新锐”茶座并参加法理学学术沙龙

 

    2014年10月30日晚6：00，第十一期吉大法学“新锐”茶座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经信教学楼D区二

楼卓越法律人才中心英特尔教室成功举行。本期茶座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

心、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茶座主题为“獬豸与女神：中西司法图腾探析”，主讲嘉宾为

中国人民法学尤陈俊副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李拥军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并作了相关评

论，参加茶座的还有刘小平博士、霍海红副教授以及法学院和法理中心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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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茶座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尤陈俊副教授围绕“獬豸与女神：中西司法图腾探析”作了主

题报告。本次报告是尤陈俊副教授利用图片、影像资料开展学术研究的典型，本场图文并茂的报告内

容包括正义女神和獬豸神兽形象的历史流变、中西司法图腾的对比分析以及其背后的中西司法精神和

司法制度的对比分析，这为后续的讨论和点评做了很好的铺垫。在第二阶段，参加此次茶座的各位同

学就茶座主题内容各抒己见，“图腾”概念的准确性，“獬豸与女神”形象选取的代表性，中西司法

精神和制度的通约性、可比性和可借鉴性，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人治和法治一个新的视角解

读等内容与尤陈俊副教授就报告内容展开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将讨论内容向深入推进。在第三阶

段，李拥军教授对报告和讨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点评，涉及到了中西法的形象和功能的区别、中西司

法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不同、中西司法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对比、西方司法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

神的解读、中国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阐释、西方法律信仰的确立对中国的启示、中西司法借鉴中司法

规律的遵循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李拥军教授的点评将茶座推向高潮。最后，茶座在参会人员的热烈的

掌声中圆满结束。

2014年10月31日上午，第一期法理学学术沙龙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匡亚明楼279会议室举行，沙龙主题

为“社科法学与法理学的关系”。此次学术沙龙的特邀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尤陈俊副教授，由

吉林大学李拥军教授担任主持人，蔡宏伟博士、刘小平博士、王小刚副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们参加

了讨论。

主发言人尤陈俊副教授向我们介绍了社科法学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他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的《法律社会学》说起，到以《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代表的苏力九十年代法律社会学的研究，

直到2001年苏力的文章《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中社科法学的提出，再到

2006年开始的以“法学与人类学的对话”等学术会议的召开，《法律和社会科学》杂志的创刊、法律

和社会科学年会的召开、社科法学研习营的举办为标志的社科法学研究人员的聚合。至今，社科法学

研究队伍日益庞大，包括老一辈的朱苏力、梁治平、朱晓阳、赵旭东等，新一代的贺欣、郑戈、赵晓

力、桑本谦、艾佳慧、强世功、李学尧、刘思达、侯猛、陈柏峰、成凡、王启梁、尤陈俊等；研究内

容日益多元化，法律社会学方面，刘思达法律职业的研究、陈柏峰乡村司法的研究、侯猛关于最高法

院的研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桑本谦、艾佳慧的研究，赵旭东、朱晓阳教授对法律人类学的研

究，强世功、冯象、刘星对法律政治学的研究以及成凡法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接着，尤陈俊副

教授对政法法学、教义法学、社科法学三种研究传统的历史流变、发展趋势以及竞争合作的关系进行

了介绍。

    在自由讨论阶段，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围绕主题“社科法学与法理学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多

角度的思考探索。蔡宏伟博士、刘小平博士以及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国家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提问将讨论引向深入。在由政法法学、教义法

学、社科法学三种比较显著的法学研究传统构成的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下，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在法学

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贡献？社科法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在

法经济学分析、法社会学研究、法人类学路径等都被囊括在社科法学“旗下”的时候，社科法学的内

涵和边界究竟在哪里？在社科法学的研究是否会丧失法学的特质从而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社科法学

和教义法学之争在何种层面上是成立的？如果二者的争论成立的话，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之争如何向

良性的方向发展？社科法学是否能并且如何能实现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争论中

学者应该持守何种学术伦理？学术争论如何避免只有偏激而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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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李拥军教授进行了总结讲话。他谈到经验研究如何拔高到理论层面，个案研究如何获得普

遍适用性，后现代法学研究的实践适用性。接着把眼光回到传统法哲学的研究上，强调理论研究的独

立性，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然后，他谈到了吉林大学在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地位，倡导吉林大

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应该坚持自己理论研究的学术传统，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为中国理论法学的研

究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最后，他谈到了多元化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学派的沟通交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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