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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历史学

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近代西方的一些理论对于中国的历史又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这些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摸索，以便寻找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实践与理论：中国社

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一书由黄宗智著，由法律出版社在 2015 年出版发行。首先，该

著通过足够证据来论证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困境，即没有发展增长以及过密化商品化的历

史状况。其次，通过对中西方整体反思，提出了具有首创价值的中国经验的悖论理论。该理论的提出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再次，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在分析诉讼案件的基础之上提出

了相关概念，用于区别清朝法律官方表达和实践之间的特色，尤其是在对诉讼案件调查的基础之上创

造性地提出了“第三领域”，指出“第三领域”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地位特殊。最后，进一步指明了中

国社会中存在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明

显对比。在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取西方逻辑来构建属于自身发展理论，但是中国更需要立足于自身

国情去发展。例如中国面临三农问题需要根据自身国情解决。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应当是过密

化的历史延续，同时当前也存在着解决这一延续的历史契机。在文章最后，黄宗智对于自身学术研究

方法进行了介绍，可供国内学者研究作参考。通读全书，该书具有以下三方面特色。

一、方法独具特色：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法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黄宗智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都采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封建

王朝时期，中华文明是东亚最为灿烂的文明，这导致了中华文明藐视其他一切外来文明。这样的状况

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了彻底改变，中华文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形象开始逐步瓦解，西方文明开始在国

内不断蔓延，西方文明的地位也开始逐渐提升。在当时中国，我国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分成两种截然

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是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对立，另一种观点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环

境之下，人们很可能会产生常识性的根本认知，即认知并不能单单凭借理论或者实践获取良好认知，

就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者必须兼容，从经验中去概括理论，从理论中去发展经验。正如我们

从该书法律实践史这一专题中可以得出，黄宗智通过将美国、中国清朝以及当代中国男女继承的法律

实例来对理论制度的含义进行表达，进而借助形式主义理性对法律理想类型进行了对比，最终得出我

国法律思想中包含有实用道德主义内容，由此强调中国法律与西方国家法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互动。在经济史研究中，黄宗智对于西方国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且认为西方理论是先从

理论到实践资料收集，然后再回到理论。但是这一方法在中国并不奏效，中国是从实际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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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2 页） 出发，先收集实践论后再进行验证，如此才能对理论进行有效的概括。最后，黄宗

智在面对国家体制改革上，依旧认为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排除已有理论框架和学科束缚，在实践中

进行验证，摸索出属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之路。

二、观点新颖：首提中国经验的悖论理论

首提中国经验的悖论理论是该书的又一大亮点。在黄宗智看来，西方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设想

下的逻辑社会，但是西方设想下的国际社会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既不符合中国在明朝、清朝的国情，

也不符合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的中国。西方将自身理论强加给中国必将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黄宗智首提中国经验的悖论理论，例如提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乡村发展的

城市发展”等内容。在西方学者眼中，他们根本没有悖论现象存在，他们单纯地认为在自由贸易环境

之下，理性经济人必然会推动整个经济向前发展，最后成为西方式的经济繁荣。但是在现实中，西方

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并不相符，中国发展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起属于自身的新理论，这一新理

论体系与西方理论并不相悖，并可以促进该理论体系更好地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并保证自身理论的

独立性。除此之外，黄宗智认为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国传统才能够真正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发展的道

路，为中国真正指明新的方向。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对西方理论进行全程抛弃，而应当对西方

理论认真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理论表面知识，更需要掌握西方理论形成的背景以

及西方理论的思维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洞悉西方理论中存在的误区和盲点，不断完善悖论

理论。

三、主题思想突出：关注中国的热点时事问题

黄宗智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颇具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前提下对中国近现代的研究进行了大

量思考和论证。黄宗智希望建立起有助于中国自身发展的科学理论道路，同时又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提出了自己看法。例如，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中，黄宗智对于我国农民工的现象进行了关注，认为农

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遭受的许多非公平待遇就是中国社会的潜在危机。黄宗智指出，在当前中国现实环

境之下，要想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仅需要加强对农业方面的决策，同时还需要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形成

新的认知。在此思想指导之下，黄宗智从法律方面出发，认为国家应当为农民以及农民工提供必要的

社会福利和法律保障。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黄宗智认为我国的法学界存在着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

之间的意见分歧。因此黄宗智强调应当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我国法律是一个由封建法律、革

命法律及西方法律所组成的混合体。中国法律具有道德形象和实用主义理念，这就使得中国法律与西

方形式理性主义法律的抽象理念并不相同，中国法律更加易懂简洁，与中国的实践更加贴近。在这一

基础之上，黄宗智认为中国法律立法应当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寻找出连接实际与法律规范的例证，

以便可以寻找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规范。
总而言之，《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一书紧紧围绕着经济、法

律、社会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找出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本土上所产生的

悖论问题，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和理性说服力。该

书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西方理论

移植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之上，提出了悖论思想。该书在学术界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是黄宗智的学术

思想结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值得广大学者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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