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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实行宏观调控 ,制 定必要又完善的法律制度 。但是国家及其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经济规范和制

度的创设者 ,既不能超越于这些规范和制度之外 ,又决不能凌驾于这些规范和制度之上 。为了防

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 力 ,又 必须以法律 的形式对权力运作规定一定的范围和界限 ,

并且建立起完善而强有 力的社会监督机制 。总之 ,权利决定权力 ,权利制约权力 ,尊重权利、保障

权利是社会主义法律 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我国的法制建设 围绕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构筑起完整

的立法体系 ,建立起完善的司法制度 ,形成全社会的权利意识之时 9也就是法治经济 、法治社会实

现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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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秦彦士《墨子新论》出版

我校古代文学研究所秦彦士的《墨子新论 一ˉ—个独特的文化学派》最近已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四川省教委重点社科项目。此书在诸多方面对《墨子》进行了突破性的研究。作者首先结合墨学产生的特

定背景 ,指出了《墨子》独特语言风格产生的原因,对它善于论辩、长于逻辑的特点作出了颅具说服力的论证 ,并

对它的修辞艺术与人物描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阐发。对于墨家科学技术成就的评价 ,古今学者大多注意《墨

经》这部分内容 ,作者则独辟蹊径 ,从《备城门》诸篇的防御武器入手 ,探讨了它们对墨家数学物理学成果的运

用 ,并进而对墨家科学技术的历史影响及当代意义作了深入的思考 ,指出了墨家科学思想对于发展民族理论思

维的借鉴价值。作者还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墨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 :一方面它被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

家作了片面的吸收 ,另一方面则在多方面影响了民间兴起的道教。书中
“
墨学研究小史

”
部分更是墨学研究的开

拓性成果。对于历代刊本奇缺的《墨子》版本 ,作者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不仅对台湾学者的《墨子知见书目》

作了校补 ,而且依据其书版刻的盛衰探讨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兴替。本书既纵向思考了墨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变

迁 ,又将它与西方早期文化作了横向的比较 ,进而提出了墨学在思维方式上对传统文化再建的意义。著名学者汤

炳正先生评价此书
“
不仅覆盖面宽 ,而且立论多精辟独创之处

”
,“ 成就裴然 ,堪称力作

”
。(一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