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学 理 论 必 读 书 目 及 主 要 参 考 书 目  
一 、 法 理 学 专 题 研 究 
(一 )法学基础理论的 研究对象 与研究方 法  
1、致巴 ·瓦 ·安年科夫 马克思 (1 8 4 6年1 2月2 8日 ) <马恩选集 )第4卷 (第3 1 9
页 )。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马恩选集 )第2卷 (第8 1 ~ 8 5页 )。  
3、致康 ·施米特 恩格斯 (1 8 9 0年0月卢日 )  (马恩选集 )第4卷 (第4 7 4页 )o  
4、致约 ·布洛赫 恩格斯 (1 8 9 0年9月／2 1日 )  (马恩选集 )第4眷 (第4 7 7页 )。  
5、致靡 ·施米特 恩格斯 (1 8 9 0年1 0月2 7日 )  (马恩选集 )第4譬 (第4 8 0  页 )。  
6、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 (马恩选集 )第2 1卷 附录。  
7、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列宁 (列宁选集 )第 l卷  
(第1 -8 5页 )。  
8、论国家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卷 (第4 1 -5 7页 )。  
9、实践论 毛泽东。  
1 0、矛盾论 毛泽东。  
1 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  (第3 5 -3 6页 )。  
1 2、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  
1 3、关于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的讨论 张宏生、吴大英等 （政法研究 )1 9 6 4年第

3期。  
1 4、控制论和法 凯里奠夫 (法学研究资料 )1 9 6 4年第3辑。  
1 5、法律科学和具体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卡兹米尔丘克 (法学研究资料 )：9 6 4年

第3辑。  
1 6、法律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阿历克谢耶夫等 (法学研究资料 )1 9 6 5年第2、3
辑。  

1 7、必须重视法学 肖永清 （法学杂志 )”8 0年第2期。  
1 8、谈谈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刘升平 (法学杂志”1 9 8 0年第3期。  
1 9、也谈法学的研究对象 谷安粱 (法学杂志 )1 9卿年第3期。  
2 0、关干我国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两次大讨论 陈謇龙 (法律 )(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  
1 9 8 4年第1 2期。  
2 1、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 余先予等 (法学研究 )1 9 8 0年第5期。  
2 2、试论法学的研究对像 吴世宦等 (法学杂志） l 9 8 1年第3期。  
2 3、在法学领域必须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 吴家麟 (法学杂志 )1 9 8 1年第5期。  
2 4、 (苏维埃共和国法 )杂志编辑部，关于国家和法的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法学译

丛 )1 9 0年第3期。  
2 5、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法学科学的现代化 刘圣恩 <学习与研究 " 9 8 1年第1
胡。  

2 6、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 龚祥瑞等 (法学杂志 )1 9 8 3年第3期。  
2 7、在国家和法的领域运用控制论方法的可能性 图曼诺夫等 复印报刊资料 (法律 )  
1 9 8 3年第6期。  
2 8、法学的范围和对像 齐马诺夫 复印报刊资料 (法律 )1 9 8 3年第1 2期。  
2 9，现代科举技术与法学和法律建设 钱学升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
1 9 8 5年第3期。  
(二 )关于法的起源问 题  
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马恩选集 )第4卷 1 —1 7 5页。  
2、摩尔根（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 马克思 (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编第二、八、十，



十一、十三 章 )  人民出版杜1 9 7 8年版。  
3、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列宁 {列宁选集 )第三眷 (第1 7 4 —1 8 8页 )。  
4，古代社会 摩尔根 ， (第一编第一章 ;第二编第二、八，十，十一、十三章 ;  第
三编第四章； 第四编 )。商务印书馆1 9 7 1年版 或新译本商务印书馆 1 9 7 7年

版。  

5、国家与法律的起源及其本质 (苏 )列维纳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 1 9 5 0年编印。  
6、古代的希腊和罗马 吴子 中国青年出版社 1 9 7 9年版．  
7、中国国家起源问题 吴恩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5 6年版  
8、论法律的起源 倪正茂 (社会科学 )(上海 )1 9 8 1年版 第1期。  
(三 )法的阶级性、科 学性和社 会性问题  
1、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 (第
2 8 6 --5 0 6页 )。  
2、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第3 7 6 --3 8 7  
页 )，  
3、共产党宣言 (一 )(二 )  马克思、恩格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第2 5 0 --  
2 7 5页 )  
4、雇佣劳动与资本 (三 )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鲁 (第4 8 6 --4 9 1
页 )。  
5、马克思论法律的本质 李龙、朱开化 （法学杂志 )1 9 8 3年第2期．  
6、试论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 孙国华、朱景文 (法学研究）1 9 8 2年和4期。  
7 .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陈学明 （青海社会科学 )1 9 8 2．年第4期。  
8、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于浩成 (法学杂志 )1 9 8 4年第1期  
9、也谈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扶摇 (法学杂志 )1 9 8 4年第3期  
1 0、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 --  对法的社会性的看法 邵诚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

1 9 8 4  
年1期。  
1 1、试论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任中杰、王启富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 9 8 4  
年第1期  
1 2、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家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北京政法

学院法  

理教研室编 (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 )(下 )第3 8 9页 )．  
1 9、论法的阶级性和科学性 赵树民、 (江海学刊 )1 9 8 2年3期，  
(四 )关于法的阶级性 与继承性 问题  
1、德意志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 )  法律出版社

1 9 5 8  
年版 (第5 8 --5 9页 )．  
2、论青年团的任务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卷 (第3 4 4 —3 6 0页）  
3，论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唇 (第96 [一3 6 2页 )。  
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二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8 1 5 —8 2 2页 )。  
s 、<新民主主义论 )第十五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6 6 6 -6 6 9页 )．  
6、关干法的继承性问题 曾炳钧 (政法研究 )1 9 5 7年第3期．  
?，关于法的继承性的两个问题 程筱鹤 (光明日报 )1 9 5 7年5月1 3日。  
8、略论法律的继承性 林榕年 (法学研究 )1 9 7 9年第一期。  
9，对旧法不能批叛的继承只能借鉴 李昌道 （法学研究 )1 9 7 9年第3期。  
1 0，也谈法律的继承性 苏谦 (法学研究 )1 9 8 0年第一期．  
u，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林仁栋 （法律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  1 9 8 2年

第九期。  

(五 )关于资产阶级两 大法律问 题  
1、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法学基础理论 )第六章第二节：资产阶级法的两大传统——

大陆法系和  

英直法系 法律出版社1 9 8 2年版 (第 l l l一1 1 8页 )  
2、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 )第一章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 龚

祥瑞等  

北京大学出版杜 1 9 8 0年1 1月版 (第1 --2 6页）  
3、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发展 [英 )J ·A络特维奇 (法学译丛 )1 9 8 3年第1期 (社团组织

2 2一”  
页 )．  



4、大陆法和英美法 梁秀如 1 9 8 0年6月3 0日 (人民日报 )5版。  
(六 )关于“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的问题  
1、反杜林论 恩格斯 (马恩选集 )第9卷 (第1 ”一1 4 7页 )。  
2、国家与革命 列宁 (（列宁选集 )第3卷 (第2 4 9 —2 5 2页 )。  
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 (列宁选集 )第3卷 (第6 3 6 —6 4 3页 )。  
4、关于用自由等口号欺骗人民 列宁 （列宁选集 )第3卷 (第8 3 1 —8 4 9页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9 5 4年9月2 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 )  
6、中华人民共和曰蛆蜕法 (1 9 5 4年 '月2 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 )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查院组织法 (1 9 5 4年O 月2 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9 8 2年1 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 )  
9、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 (1 9 7 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 )  
1 0、中华人民共和国检查院组织法 (1 9 7 9年7月1日第五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 )  
1 1、法律上一个需要明确的扭法 罗杞明 黑龙江<学习与探累 )杂志1 9 7 9年第4
期，  

1 2、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潘念之．齐乃宽 上海 (社会科学 )杂志

1 9 8 0年第  
1期，  
1 3、论法律面前平等 享光灿 辽宁 (社会科学辑刊 )1 9 8 0年第4期。  
1 4、再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潘念之、齐乃宽 上海 (社会科学 )杂志

1 9 8 0年第  
4期。  
1 5、社会主义法制的平等原则不能割裂一—对挛光灿同志 (论法律面前平等 )一文的

质疑  

程辑雍 上海<社会科学 )九志 1 9 8 0年第5期。  
1 6、法的适用平等性探讨 王冰泉 <法学研究 )1 9 8 1年第3期。  
1 7、试论立法和司法的平等性问题 胡承槐 上海 (社会科学 )1 9 8 1年第5期。  
1 9、法曰人权宣言 (1 7 8 9年8月  
(七 )法与民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第4 4 3 —4 4 6  
2、列宁选集 第3卷 (2 5 7页 )。  
3、列宁选集 第4卷 (4 3 9页 )。  
4、列宁全集 第2 8卷 (2 2 5页 )；  
5、论民主 [美 ]科恩 聂祟信、朱秀贤译 商务印书馆1 9 8 8年版。  
6、政治学 (西方思想宝库 )(第8 8 0页 )  亚里士多德。  
7、政府论下篇 洛克 叶启芳、瞿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3年版。  
8、社会契约论 卢梭 (第8 8页 )。  
9，法论 (第1 9 7 —1 9 9页 )  张光博 法律出版社 1 9 8 5年版。  
(八 )法与自由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 4 2 —1 4 6页、第1 2页 )。  
2、论自由 商务印书馆 1 9 5 9年版。  
3、“自由人”与“权利”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 尤俊意 (争鸣 )杂志 (南昌 )1 9 8 4
年第1期  
4、论法与自由 刘金国 (政法论坛 )1 9 9 0年第6朝。  
5、论权利 张责成 (政法论坛 )1 9 8 8年第1期。  
6、再论权利 张贵成 (政法论坛 )1 9 8 8年第5期。  
(九 )法与人权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3、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第1 5 5页 )  (第4 4 1 --4 3 7页 )  张光博 (中国法学 )
1 9 9 0年第4期  
4 .中国的人权状况 [白皮书 ]  红旗出版社  
(十 )法律关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1卷 (第1 3 —2()页 )。  
2、列宁全集第1卷 (第1 2 0 —1 3 1页 )。  
I、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2、法理学研究 沈宗灵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9 0年版  
3、中国法理纵论 王勇飞、王启富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1 9 9 6年版  
4、法学基本范畴研究 张文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1 9 9 3年版  
5、法理学导论 葛洪义 法律出版社 1 9 9 6年版  
6、权得相对论 陈云生 人民出版社 1 9 9 4年版  
7、人权要领起源 夏勇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2年版  
8、法的现象与观念 孙笑侠 群众出版杜 1 9 9 5年版  
9，法律的文化辑释 梁治平编 三联书店 1 9 9 4年版  
1 0、法律与自由 严存生 南开大学出版社 1 9 8 7年版  
u、法律的价值 严存生 陕西人民出版杜 1 9 9 1年版  
1 2、论法与正义 严存生 陕酉人民出版社 1 9 9 7年版  
1 3，法律价值 卓泽渊 重庆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版  
1 4、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 [苏 ]兀 · C ·雅维茨 朱景文译 辽宁人民出

版杜1 9 8 6年版  
1 5、法的一般理论 (上、下册 )  [苏 ]c．C 阿列克谢耶夫 法律出版社出版  
1 6、法理学 李肇伟 台湾1 9 7 9年第4版  
1 7、法律学大纲 李达 法律出版杜 1 9 8 3年版  
1 8，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美 )2 ·博登海默 1 9 8 7年版  
1 9、法律是什么 --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 刘星 广东旅游出版社 1 9 9 7年

版  

2 0、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2版  
2 1、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6版  

二 、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与 法 制 建 设 专 题 研 究 
(一 )我国立法的理论 与实践的 几个问题  
1、论离婚法草案 马克思 （马恩全集 )第1卷 (1 8 3 —1 8 4页 )。  
2、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 （马恩全集 )第4卷 (1 2 1页 )．  
3、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马克思 （马恩全集 )第6卷 (第2 9 1 · -

2 9 2  
页 )。  
4，路德维希 ·费尔巴呛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马恩选集 )第4卷 <第  
2 4 7 --2 4 9页 )。  
5、致康 ·施米特 恩格斯 （马恩选集 )第4卷 (第4 8 0 --4 8 7页 )。  
6、全饿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台 列宁 （列宁全集 )第2 7卷 <第  
4 8 1 --4 8 5页 )。  
7．论“双重”领导和法制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 3卷 (第3 2 5 —3 2 9页 )。  
8、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第1 2 5 —1 3 1
页 )。  
9、论十大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韵关系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第2 7 5 — 
2 7 7页 )。  
1 0、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1 3 6 —1 3 7
页 )。  
1 1、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邓小平 (邓小干文选 )(第3 1 8 --3 1 9页 )。  
1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拄全牡台主义法制——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彭真  

1 9 8 2年7月2 2日。  
L 3、加强法制宣传是新闻界的重要职责——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讲话摘要 彭真  
1 9 8 4年5月1 2日人民日报。  
1 4、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食法制工作委

员会  

人民出版社 (光辉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  1 9 8 4年1 0  
月  

1 5 .关于社会以主义法制的的若干问题 张友渔 (选读其中 (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立

法原  

则和<社会主义法律的稳定性 )两篇 )  法律出版社1 9 8 2年2月版。  



1 6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项淳一、杨景宇、顾昂然 (红旗 )
1 9 8 4年  
第3期。  
1 7、立法权与立法程序 孙承谷 人民出版社 1 9 8 3年1 2月版。  
1 8、立法程序论 罗志渊 台湾正中书局 1 9 4 7年3月版。  
1 9、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 (1 9 7 9 —1 9 8 4 )。  
2 0、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六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陈丕显 1 9 8 8年3月9 1
日。  

2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章  
2 2、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 )  吴大英等 (第1 —1 4、1 7 3 —1 9 9页 )。  
2 3、立法学 周旺生著 (第1 2 8 —1 5 6、2 5 1 —3 8 5、4 1 1 —5 4 1页 )。  
2 4、立法制度比较研究 吴大英、任允正 (第8 8 —1 1 7页 )。  
2 5、比较立法学 吴大英、任允正 (第2 0 7 --2 6 0页 )。  
2 6、立法学 谷安梁主编 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版。  
(二 )我国司法的理论 与实践  
l、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列宁 (列宁选集 )第3卷 (第4 9 3 —5 2 9页）  
2、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列宁 (列宁选集 )第四卷 (第6 5页 )。  
9，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5巷。  
5、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董必武 (论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 )(第1 3 1 —1 3 8页 )。  
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1 9 7 5 — 
1 9 8 2年 )(第1 4 4 —1 7 0页 )。  
7，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八O 年一月十六日》同上 邓小于 (第2 0 3 —2 3 7 ~ )

o  
8、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 (1 9 7 9年9月9日 )  
<司  
法手册 )第一册<第6 7页 )。  
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 (1 9 8 2年1月1 3日 ) <司法手册 )第二册 (第
2 7 9  页 )。  
1 0、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 <1 9 8 2年8月1 2日 )  (司法手册 )第二册 (第2 8 8页 )o  
1 1，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件会议上讲话 (1 9 8 4年1 0月2 2日 )  邓小平 

1 9 8 5  
年1月1日 (人民日报 )第一、二版。  
1 2、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发  

表 (1 9 5 6年9月1 9日 )  董必武 (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人民出版社 1 9 7 9年版 

(1 2 7 —1 3 8页）  
1 3、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 彭真 1 9 8 5年3月2 7日<人民日报 )第
一版。  

1 4、论司法过过程的合法性 刘金国 (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  1 9 9 3年第一

期。  

1 5 .司法 刘全国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 )(幂^ 2 2 --4 8 8页 )。  
(三 )市场经济 ·法 制经济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 6卷 (第4 7 4 --4 7 8页 )：  
2、邓小平文选 第3春 (第3 7 3页 )。  
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增订本 )  邓小平 人民出版杜．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精神， 吕世伦、公丕祥 (江苏社会科学 )(南京 )  
1 9 9 5年第6期  
6、论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控制 刘金国 (政法论坛）1 9 8 6年第6期，  
7、市场经济条件下犯罪与对策 魏平雄等主编 群众出版社 1 9 9 5年出版 (1 —
1 3 2页 )  
(四 )法制与精神文明  
1、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 1 9 8 6年版。  
2、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 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单订

本 (4 --2 6页）  
3 .广东法学界讨论加强法制与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 广州日报 1 9 8 1年4月2日。  



4、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增强法制观念 张仲麟 (法学杂志 )1 9 8 2年第3朋。  
5、法制和精神文明 杨水华 (民主与法制 )1 9 8 2竿第8期  
6、精神文明与法制教育 潘伯华 <西南政法学院学报 )1 9 8 1年第2期。  
7、健全法制和建设精神文明 王礼明 (法学研究 )1 9 8 1年第6期。  
8、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 懋桦 (法学杂志 )1 9 8 1年第5期。  
9、法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腕法研所讨论综述 )  信春鹰 (法学动态 )  
1 9 8 2年第7期  
1 0、社会主义法制与精神文明 信春鹰 (学习与思考 )1 9 8 2年第2期。  
1 l、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吴家麟 (光明日报 )1 9 8 2年u月B日。  
1 2、试论社会主义法制与精神文明建设 康英杰 {法学季刊 )1 9 8 3年第1期。  
1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 王传生、卢忠兴 (安檄大学学报 )1 9 8 2年

第4期。  
1 4、新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武器 许祟德 (法学研究 )1 9 8 3年第1
期。  

l 5、试论文明和法律的关系 沈宗灵 北京市法学会第2届年会论文选编1 9 8 3年第2
期。  

1 6、论法律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翁其银 (青海社会科学 )1 9 8 3年第3期。  
1 7，谈谈社会主义法制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 张耕 (北京政法学院学

报 )  1 9 8 2年第4期．  
1 8、法制教育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傅昭中 (法学季刊 )1 9 8 3年第2  
1 9、马、恩、列，斯论社会主义文明 中央党校 1 9 8 2年4月。  
(五 )法制与改革  
1、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 1 --4卷 人民出版社 1 9 7 2年版。  
2、列宁选集 1 --4卷 人民出版社 1 9 7 2年版。  
1、毛泽东选集4卷本 人民出版杜 1 9 6 7年版。  
4、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牡 1 9 8 3年版。  
5、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摘编 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 9 2年版  
6、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 人民出版社 1 9 9 3木板上版。  
7、沈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  1 9 8 0年8月1 8日o  
8、法理学论文集 (1 9 6 4 --1 9 6 5年 )  校田书馆  
9、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 9 8 4年1 0月2 1日 (人民日报 )第一、二、

三版。  

1 0、中共中央关于科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1 9 8 5年3月2 0日 (人民日报 )第
一、三版。  

1 1、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 9 8 5年 s 月2 9日 (人民日报 )第一、三

版。  

1 2、中共中央印发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的通知 (1 9 8 3年1月2日 )   
《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第2 6 9 --2 8 8页 )o  
1 3，中共中央关子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1 9 8 4年1月1日 )  1 9 8 4年6月

1 2  
日 (人民日报，第—、二版）．  
1 4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 9 8 5年1月1日 

1 9 8 5年3月2 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1 5 .中国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宪法的关系 张友渔 《法律》1 9 8 5年第2
期  

1 6．论改革体制与加强法制建设 黎国智、雪犁 《法律》1 9 8 5年第2期。  
1 7，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学研究 张尚鷟 《法律》1 9 8 5年第3期。  
1 8。法制建设 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兼谈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 傅兆龙 《法律》

1 9 8 5年第3期。  
1 9、经济改革与经济立法（顾明谈话记） 李尚志 《法律》1 9 8 5年第3期．  
2 0、公司法与经济体制改革 邵俊武 《法律》1 9 8 5年第3期。  
2 1、论城市改革与经济立法 翁其银 (法律 )1 9 8 5年第4期。  
2 2、经济体制改革中法制建设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金能刚、张虹 《法律》1 9 8 4
年第1 2期  
(六 )法制。法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 5 9 --1 6 8页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4 1 2页 )。  
3、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第1 9 9页、2 0 1页 )．  



4，政府论下篇 烙克 (8 5页，1 3 2页，9 2页 )。  
J、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甚基础 卢梭 (第5 1 --5 5页 )。  
6、论法的精神 孟得斯鸠 (1 5 4页 )。  
7、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群众出版社 1 9 8 1年版。  
o 、法治论 王人博 程燎原 山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9年版。  
9、社会以主义法治意识 黄稻主编 人民出版杜 1 9 9 5年版。  
1 0，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的讲话 法律出版社，  
1 1，论法冶 张贵虞 (政法论坛 )  1 9 9 1年第2朝。  
1 2，论法制与法治 刘金国 (政法论坛 )  1 9 9 2年第6期。  
1 3、什么是法制？ 李步云 《百科知识 》1 9 7 9年第1期。  
1 4、论杜会主义法制 王舅飞 (社会科学研究 )1 9 8 0年第1期。  
1 J、法学基础理论 (新编本 )第十四章第一节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 北京

大学出版社1 9 8 4年版 (第3 1 6 ---3 2 2页 )。  
1 6、现代法制概念试解 王子琳 (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 9 7 9年第2期．  
1 7、评法制概念的广义和狭义 刘延余 （学习与探索）1 9 8 0年第3期．  
1 8、再谈法制概念的广义和挟义 李步云 （学习与探索 )1 9 8 1年第6期。  
1 9、谈社会主义法冶 陶希晋 (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社1 9 8 1年版 

(第1 -6页 )。  
2 0、论以法治国 李步云等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杜1 9 8 1年版 

（2 9 -5 2页）  
2 1、论人治与法治 谷春德等 (第9 8 —1 0 8页 )。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

版社 1 9 8 1年版  
2 2、正确认识人冶与法治的问髓 吴大英 刘瀚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

社 1 9 8 1年版 <第1 0 9一1 1 6页 )。  
2 3、人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不能相结合 刘新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社 

1 9 8 1年版 (第7 6 --8 8贾 )。  
2 4、人治与法治的历史剖析 张晋藩、曾宪义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

社 1 9 8 1年版 (第2 1 1 --2 8 8页）  
2 5、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 高格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第2 4 4 --2 5 5 )。  
2 6，略谈人治与法治的统— 王桂五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第2 5 6 --2 6 3页 )。  
2 7，试论人治和法治的统一 韩延龙 (法治与人冶问题讨论集 )  群众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第2 6 4 —2 7 7页 )。  
2 8、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李步云 (法学研究 )  1 9 8 2年第一期  
(七 )法治与法律文化  
1、法治论 王人博、程燎原 山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9年版  
2、法制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在大学 1 9 9 6年版  
3、法制及其意义 陈金钊 西北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版  
4、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黄稻主编 人民出版杜 1 9 9 5年版  
5、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刘海军等主编 中国法治出版社1 9 9 6年版  
6、法的时代精神 郭道晖 湖南出版社 1 9 9 7年版  
7、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粱治乎 贵州人民出版社 1 9 9 2年版  
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孙国华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 9 9 5年版  
9、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谢培栋 中国法制出版社 1 9 9 4年版  
1 0、法律文化论 刘作翔 陕西人民出版杜 1 9 9 2年版  
1 1、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 夏勇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1 9 9 5年版  
1 2、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 顾培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杜 1 9 9 4年版  

三 、 马 克 思 主 义 法 学 论 著 选读  
1、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马克思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  
3、资本论 马克思。  
4、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  
5、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 恩格斯  
6、英国状况，英国宪法 恩格斯。  
7、反杜林论 恩格斯。  
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9、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 列宁。  
1 0、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 列宁  
1 l、田家与革命 列宁。  
1 2，论双重领导 和法制 列宁  
1 3，为黄克功案致雷经天信 毛泽东。  
1 4、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毛泽东。  
1 s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  
1 6、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  
1 7、邓小平文选 (1 —3卷 )。  
1 8、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1 9 9 0年出版  
1 9，马克思 恩格斯法律思想史 法律出版社 1 9 9 1年出版  
2 0、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法律出版杜 1 9 8 6年版。  

四 、 西 方 法 哲 学 与 法 社 会学  
(一 )西方法哲学／西 方法律思 想史  
1、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6年版o  
2、政治学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5年版。  
3、雅典政制 [古希腊 l亚里士多德 日知 力野译 商务印书馆 1 9 5 9年版。  
4、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意 ]托马斯 ·阿奎那 马滑槐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3年版。  
5、君主论 [意旧科洛 ·马基雅维里 潘汉典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6年版。  
6、乌托邦 [英 ]托马斯 ·莫尔 戴懂龄译 商务印书馆1 9 5 9年版o  
7、神学政治论 [荷兰 ]斯宾诺莎 温锡增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3年版o  
8、公有法典 [法 ]察 ·德萨米 黄建华 姜亚洲译 商务印书馆 1 9 B 2年版。  
9、利维坦 [英 ]霍布斯 朱敏章译 商务印书馆 1 9 3 5年版  
1 0、政府论 (上、下篇 )  [英 ]洛克 瞿菊农、叶启芳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2年版  
1 1、论法的精神 [法 ]盂德斯鸠 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1年版。  
1 2、社会契约论 [法 ]卢梭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0年2版。  
1 3、革命法制和审判 [法 ]罗伯斯比尔 赵涵舆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5年版  
1 4，自然法典 [法 ]摩莱里 刘元慎、何清新译 商务印书馆 1 9 5 9年版  
1 5、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簿 ]康簿 沈叔平译 林荣远校 商务印书馆 1 9 9 1年版  
1 6．法哲学原理 [德 )黑格尔 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l年版．  
1 7，论自由 [英 ]密尔 程祟华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2年版  
1 8、休谟政治论文选 [英 ]休漠 张若衡译 商务印书馆 1 9 9 3年版  
1 9、代议制政府 [英 l J． s ．密尔 汪瑄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4年版  
2 0、古代法 [英1梅因 忱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 1 9 5 9年版  
2 1．宪法论 (第一卷 )  [法 ]狄骥译 商务印书馆 ' 1 9 6 9年版  
2 2、人和国家 [法 ]马里旦 霍宗彦译 商务印书馆 1 9 6 4年版  
2 3，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美 ]庞德 沈宗灵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4年版  
2 4，法律与国家 [奥 ]凯尔森 雷嵩生译 台湾正中书局 I  1 9 7 0年版  
2 s 、法理学——法哲学及基方法 [美 ]E .博登诲默 邓正来，姬敬武译 华夏出版社 

1 9 8 7年版。  
0 6、法理学问题 (美 ]波斯纳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1 9 9 4年版．  
2 7、制度法论 麦考密克 、魏因伯格 周叶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

版。  

2 8．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 ]昂格尔 吴玉章、周汉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版  
(二 )法社会学  
1、德意志的意识形态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杜 1 9 6 0年  
2、自杀论 [法 ]杜尔凯姆 中文本 渐辽人民出版社 1 9 8 8年  
3、法律与活法 [奥 )艾利希 德文本 1 9 8 6年  
4、经济与社会 [德 ]韦伯 德文本 1 9 7 2第五版  
1、社会的法 [德 ]卢曼 德文本 1 9 9 3年版  
6、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美 ]庞德 沈宗灵译 商务印书馆 1 9 8 4年  
7、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 ]昂格尔 吴玉章、周汉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4年版  
8、法社会学 [美 l塞尔兹尼克 英文本 1 9 5 9年  
9、法律社会学导论 [英 ]科特威尔 中文本 华夏出版杜 1 9 8 8年  
1 0 ,法律社会学 [法 ]布律尔 中文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7年  
1 1、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中华书局 1 9 8 1年  



1 2．现代西方法社会学 宋景文 法律出版社 1 9 9 4年  
1 3、农业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 郑永流等 武汉出版社 1 9 9 3年  
1 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苏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 1 9 9 6年  
1 5、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梁治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9 7年  
1 6、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三联书店 1 9 8 5年  
1 7、社会学教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8 7年  

  
1.在职研究生各学科部分必读书目

2.逻辑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3.政治经济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4.法学理论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5.法律史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6.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7.刑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8.民商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9.诉讼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10.经济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11.国际法学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12.政治学理论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13.外国语专业必读及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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