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综述

打造“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

法学研究学术平台

———“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

法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综述

支振锋


贞下起元，春兴冬蕴。１９７９年《法学译丛》行世，承 １９６２年《法学研究资料》之余绪，

启１９９３年《外国法译评》之转进，迨至２００１年更名《环球法律评论》，刊名几易，折射出我

国当代法学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三十四载，期刊始终致力于服务国家建设、助

力法治发展、展现法学成果；通过支持中外法学的比较研究与交流融通，以便学界同侪悟

取舍之正道，得法意之真髓，而风雅正宗，赖以不坠。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冬日，北京沙滩北街 １５号院，由《环球法律

评论》编辑部主办的“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新会议室召开。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两所领导，历任编辑和编

委，《法学研究》编辑部、《国际法研究》编辑部，两所职能部门代表近 ４０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两所联合党委书记陈盨研究员主持。《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刘作翔研究员、法学研

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和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陈泽宪研究员先后致辞。从《法学译丛》到《环

球法律评论》３４年的历任主编潘汉典教授、任允正教授、吴新平教授、吴玉章教授、徐炳教

授和刘作翔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历任编辑、编委及与会嘉宾刘兆兴教授、陈春龙教授、马骧

聪教授、肖贤富教授、张广兴教授、刘俊海教授等也纷纷发言。他们回顾了《法学译丛》、

《外国法译评》、《环球法律评论》３４年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表达了对这份法学

学术期刊的深切关爱和殷切期望。最后，刘作翔主编在总结发言中，阐释了法学期刊的时

代使命和责任，他希望法学期刊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一个“高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

质”的法学研究学术平台。

这是杂志创刊３４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盛会。刊物各时期编辑人员重聚，取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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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悟言于一室。在紧张而热烈的研讨中，与会者就《环球法律评论》如何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法治发展与法学繁荣献计献策，陈以高论。现将此

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略作综述，以飨读者。

一　三十四年创新之路

据与会的老编辑回忆，《环球法律评论》最早的前身为《法学研究资料》，于 １９６２年创

办，专司译介前苏东法学资料，内部交流，但不久便夭折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文革”

结束后，１９７９年复刊，易名《法学译丛》，初以?译苏东法学为主旨，但很快渐及西方与第

三世界法学，公开发行，一时洛阳纸贵。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苏东迭遭巨变，欧风美雨浸润。西学经典蜂拥，提振中国学理。

适值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翻译作品的版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法学译丛》因时而

变，于１９９３年第１期更名为《外国法译评》，译和评两相兼顾。中国法学心智，始得呈现。

此后八年间，西洋东海，渐入彀中。中国法学局面大开，有以中国而逞世界之志。应

时继事，《外国法译评》于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再次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刊名几易，折射出

我国当代法学曲折发展而又进取日新的历程。

三十四载，仰俯之间，一段日新而又厚重的历程，《环球法律评论》与中国法治共成

长，与中国法学共繁荣。

二　薪火相传

道以传为功成，技以不失为大幸，没有传承的事物无所谓发展，《环球法律评论》之所

以历风雨而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有薪火相传，不断在继承中发展。

李林所长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一个研究所来讲，很多东西都是过眼烟云，但是有一

些东西注定是要留下来的，比如我们讲大师要留下来的，大刊要留下来的。”他深情地讲

到：我们这个刊物就承载着这样一种承上启下，承载着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期待而保

留下来。《环球法律评论》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今天到场以及没到场的所有人的共同的

努力。当编辑非常辛苦，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篇译文、每一次为人做嫁衣裳，

其背后的酸甜苦辣只有编辑自己才知道。是大家 ３４年的努力，迎来了《环球法律评论》

今天辉煌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陈泽宪所长在致辞中讲道：《环球法律评论》走过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历程，它跟《法学

研究》还不太一样，更为坎坷，更富有传奇色彩，这跟我们国家的法学研究和法治事业相

适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缩影和折射。从最早的《法学研究资料》到后来的《法学译

丛》（单纯地翻译）、《外国法译评》（翻译和评论并重）到现在的《环球法律评论》（反客为

主），它也反映了中国在法治建设、法学研究过程中，中国自信和话语权逐步成长的一个

过程。

徐炳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的 ３４年，值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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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东西很多，但有六个字基本是客观的：第一是公正；第二是严谨；第三是团结。

曾任《法学译丛》编委的陈春龙研究员回忆：在当时，《法学研究资料》都是扎扎实实

的东西，那时，《法学研究资料》为法学所、为全国从事法学研究教学的同仁提供准确的、

原原本本的东西，实属难得。

曾担任过编委的肖贤富教授认为，“从《法学研究资料》、《法学译丛》发展到今天的

《环球法律评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作为社会科学来讲，必须是要有传承的，只

有这样，才能够承上启下，承前启后。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共同回顾它所走过的

道路，就是为了使这本杂志能够更好地发展。”他希望处在“青壮年时期”的《环球法律评

论》今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也是新一代人的任务。

的确，在《环球法律评论》３４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始终坚守如石，立足中国，放眼国际，

与中国法学共存共荣。

现任主编刘作翔研究员在会议开始致辞时特意做了说明：基于对历史负责，根据杂志

上的记载，编辑部把自创刊至今所有发生过的人事变动情况都做了记录、整理和搜集，制

作了《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编辑人员名录（１９７９－２０１３）》。据不完全统计，３４

年间共有５０多人在编辑部从事过编辑或编委工作。虽然人员变动频繁，但也人才辈出，

不仅为法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编辑部自身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据初步统计，曾在编辑部工作过的已故前辈有郭布罗·润麒、吴大英、谢怀縂、陈汉

章、李泽锐、周叶谦、郑成思、朱坚根，等，我们对他们深深地缅怀；他们不仅为刊物做出了

贡献，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为引领者。

从到会的人员情况来看，不仅有九十四高龄已成法学界泰山北斗的法学耆宿潘汉典

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学家，还有在法学界正在辛勤耕耘的盛年学者，编辑部自己也培

养了不少青年学者，有的已经在法学界崭露头角。

刘作翔主编认为，期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法学译丛》

的时代。他说，“《法学译丛》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很难超越的。《法学译丛》时代是我们这

本杂志的辉煌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法学

译丛》曾经引领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时代潮流，对中国法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法治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启蒙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的法学工作者。”刘作翔谈到，《法学译丛》是

他在上大学时自费订阅的三本杂志之一。在他读研究生期间，正是读了由潘汉典教授翻

译并发表在《法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上的美国学者 Ｌ．Ｓ．温伯格与 Ｊ．Ｗ．温伯格著的《论

美国的法律文化》一文，受此启发，开始关注法律文化问题。在他看来，《法学译丛》当年

所发挥的作用着实是今天年轻的学者们可能体会不到的。

李林所长认为，“刊物三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正好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３０多年的

历程，伴随着中国的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从拨乱反正

到今天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辉煌篇章的新起点。我们的《环球法律评论》、《外国法译

评》、《法学译丛》见证了这段历史，并对这段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把《法学研

究》比为“中餐”的话，《法学译丛》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西餐”，中餐和西餐都是我

们的大餐，都是我们精神的食粮和营养。他回忆道：当时要是哪一期《法学译丛》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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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一期里边自己感兴趣的某篇文章由于某种原因丢失了（因为那个时候复印条件很

差，个别的学生、有特别喜好的人士会用小刀片划下来作个纪念），会特别的遗憾，要千方

百计给它找回来。这充分地说明，当时大家知识饥渴、资源饥渴、外来信息饥渴，在信息不

通畅的情况下，《法学译丛》打开了一扇看世界法学和法治的窗口，从世界吹来一股最新

的法学知识和法学营养的空气，让改革开放以后学习法律的人能够尽可能及时地、尽可能

前沿地、尽可能为我所用地了解世界的动态，了解全球法学的发展情况。

《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兴研究员也认为，《法学译丛》、《外国法译评》和《环球法律

评论》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历史史册的。

三　未来之路

３４年的办刊史，实则是一段不断克服困难、精益求精的超越之路。当前同样面临诸

多的问题，当然这不单单是《环球法律评论》面临的问题，更是所有法学期刊及学术发展

面临的问题。

刘作翔主编指出，历史不会重复。现在中国法学期刊的数量已经比当年增长了数十

倍，办刊环境、办刊氛围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二、三十年

前，法学期刊数量很少，对刊物也没有什么评价体系。而现在，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纷至

沓来，对办刊既有正面的积极促进功能，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怎么样继承从《法学译丛》到《环球法律评论》３４年来积累起来的优

良传统和办刊经验，使杂志能有一个更好、更高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陈泽宪所长认为，现在办刊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只是《环球法律评论》，也包括《法

学研究》，不经意间就会发现面临的形势非常地严峻，这跟现代媒体的兴起有关系。怎么

跟现代媒体，包括数据库等处理好关系，互相借助，我们过去重视得不够。但是，在新媒体

时代，它的一些评判标准和社会认知可能跟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会有差异，对此要有一个

逐步适应的过程。

吴玉章教授认为，《环球法律评论》未来发展的任务还很重。怎么样在法学刊物之林

当中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而且越走越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怎么样在学术刊物之

林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马骧聪教授认为，刊物经过几次改名，发展到现在，办得是很好的。他说，《法学研

究》和《环球法律评论》是法学研究所的两个名片，两个品牌，一定要与时俱进，越办越好。

当然现在和过去确实不一样，过去《法学研究资料》在全国都是很少有的资料来源，甚至

是唯一的来源，所以当时很珍贵，现在刊物太多了，办起来就很困难。

潘汉典教授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他的时代意识、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他认为，今天的

中国，跟《法学译丛》时代大不相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也大不相同，这赋予了我

们每个公民新的任务，不仅是对某一国家的任务，还有对全世界的任务，对世界人民都有

责任尽我们的贡献，特别是法学。法学在当今国际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加强比较

法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比起 《法学译丛》创刊时，我们今天已经迈出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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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国家发生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他认

为，比较法研究应当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要注意我们面临的任务，过去我们强调效仿英

美或苏联的法律，今天的任务不仅是这样的。我们《环球法律评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重要性，重新加以估价和考虑。

曾经担任编委、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的刘俊海教授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

一定要把中国的法律思想通过《环球法律评论》传播出去。中国要走出去，不只是资本走

出去，也不光是卖商品，中国下一步是要卖思想，把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法律文化销售到全

球去。第二，要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要有外国没有的东西，也要将中国的思想理论贡献传

播出去，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此外，在引进外国思想时要进行选择。所以我们的定位

一定要高，要使《环球法律评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优质资产，成为对外

交往的窗口，成为中国了解外国、外国了解中国的学术平台。

刘作翔主编提出了期刊的一个发展目标：法学期刊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一个“高

起点、高品位、高品格、高品质”的法学研究学术平台。刘作翔主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

会者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回应。

李林所长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环球法律评论》务必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

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价值，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品格。第二，进一步强化理论

和学术定位。第三，一定要坚守特色。我们的刊物之所以在法学界、法律界乃至在世界范

围内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有我们的特色。第四，希望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质量是生

命，务必要把质量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平台上来对待和要求。

任允正教授提出了七点建议：第一，领导要重视。法学所的传统是，领导对期刊的重

视，表现在很放手、不干预上。第二，要有好的、稳定的团队。第三，开门办刊。一个就是

经常听听大家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另外一个就是扩大稿源。第四，关于内稿、外稿的问

题。不管内稿、外稿，质量为主。第五，应当把刊物办活，要丰富，要什么感想和声音都有，

刊物办得好，至少人家愿意读。第六，培养和发现新秀也是编辑部的重任。第七，除了热

点问题可以介绍之外，还可以搞些专题的研究。

吴新平教授建议，不要完全排斥翻译稿件，特别是对于真有价值的、水平确实很高的

外国教授的东西。评论是广义的，外国人也可以评，不要排斥外国人写的文章。

刘兆兴教授认为，在我们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学习的最好机会，编辑

也要自己搞研究，不要光做别人的嫁衣。

用刘作翔主编的话讲，这是一次“既不逢五也不逢十”的研讨会，但出于一种历史感

和紧迫感，编辑部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在并不充裕的时间里，与会者提出了大量有益而又

有效的关切与建议，令人回味良久。而今，世易时移，经济发展改变国际格局，科技创新改

变生活方式，中国改革正待全面深化，法学研究亟需深刻变革。“克绍箕裘，踵武赓续”，

由“而立”走向“不惑”的《环球法律评论》将继续与法学界同仁一道，秉持中国关怀，保持

国际视野，坚守学术品格，强调问题导向，注重比较研究；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一如既往地

支持法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倡导学术研究的贡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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