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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在法学教育领域，创新表现在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教材的与时俱进和多样化方面。
由国内部分著名高校的法学教授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新世纪法学创新教材”就充分体现了
法学教材建设方面的创新性和多样化。
在这套创新教材陆续出版发行之际，回思和感想油然而生。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一个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主要载体。
教材的水平和模式取决于本学科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法学教材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有四所大学设有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耘律系、北京
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和五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
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
那时候，我们的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尚糨成，因而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
体系，我们照搬苏联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所用的教材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教科书，或者根据苏
联专家的讲义和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讲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的确立
、宪法和一大批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法学教育的发展，我国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着手编写反映我国
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教材。
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就遭遇法学教育的“冷冬”。
从1957年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左”的思潮兴起，法学教育急剧萎缩和衰败，部分法学院
系被撤销，一批法学教师被迫改行，不少法学教师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法学教材建设除
个别高校院系的个别专业外，也随之停顿。
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停办或撤销，全国仅有北京大学法
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幸存。
尽管自1973年起这两所法律系开始招收“学员”，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正式的课程体系，也就
不可能有规范的教材体系，零零碎碎的“教材”不过是宣传国家理论、国家刑事政策和民事政策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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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多种理论视角、多种风格相结合，编写者除了法理学学者之外，也涵盖了民法学、刑法学
、国际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从而体现了本书在内容上的学术化和个性化。
编写者按照学术论文的标准进行教科书的写作，在介绍通说的基础上阐述个人的学术见解，使教科书
保持了多元化的学术特色。
读者可以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自身的法理学思维方式，提升自身关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素养
。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法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法学研究生和法律硕士研究生，同时也适合理论法
学研究者以及对法理学感兴趣的其他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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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们仔细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些被称为也自称为“人”的物种生活当中，确实是一刻也
离不开规则的，或者说一刻也离不开所谓的规矩方圆。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关规则的、有关规则性的生活的一些经验——最终又是通过世代相传的常识
或者叫经验常识——自始至终地在给我们的生活提供着理由和思想支撑。
比如，在生活中，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损害东西要赔”，“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盗窃是犯罪”，做了坏事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类似这样的习
语实际上就是我们规则化生活的经验的一种总结。
这就是所谓的常识，或者经验常识。
在这些经验常识中，有一些和社会习俗相关，有一些又和神的观念或者宗教的意识相关，比如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离地三尺有神明”，等等。
这表明，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常识实际上是由性质非常复杂的各种成分构成的。
经验常识本身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规则性生活的经验性共识。
这种共识是对我们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生活经验的一种高度概括和总结。
这样一种对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也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想法提供了
非常坚实的理由和根据支撑。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离开了经验常识，我们的生活将一步也不能展开。
恰恰是因为有了常识，所以在没有法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照样可以展开，我们的生活依然是有序的
。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当前的法治建设离开了我们的经验常识，离开了我们人类生活的共同经验
与共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产生出真正的法律情感，没有办法产生出真正的规范性和规则性的
意识。
因为离开了这些常识，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失去稳定的支撑，从而使我们生活本身的境况变得摇摆不定
。
这样的秩序状态，就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而当法律从一般规则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套规则体系的时候，法律常识也就在人类的生活经验
之中应运而生了。
法律的常识也是支撑我们日常生活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常识。
这样的法律常识当然是一种生活经验的总结，当然也是一种生活与规则的情感的表达，当然还是一种
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和观念的体现。
法律常识涉及的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与规则意识，这些东西是作为“人”不能不具有的。
简单地说，你只要是人，而不是狗猫之类的动物，你本能地就知道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不该做，
而这个大体上的判断不会错。
这说明，法律常识最基础的部分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
法律常识并不等于我们所讲的《民法通则》第多少条是怎么规定的，《刑法》对共同犯罪是怎么规定
的，或者假如我犯了盗窃罪（就像许霆所做的那样），那我该被判多少年的徒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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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为法学创新教材系列之一，最初的设计与构想在2003年经由张文显教授跟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老师的共同讨论与商议，而且原来也是确定由张文显教授来主编本书。
但后来张文显教授要主持编写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法理学》教科书，并对
他所主编的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法理
学》进行第三版修订，所以，在我访学回国之后，本书的主编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在多次跟出版社沟通及与张文显老师交换意见之后，我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个任务应承下来。
但我本人对于“主编”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任何著作都不是很在行，也没有任何的经验，同时，由于回
国后不得不继续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
并任吉林大学“985工程”法律与经济全球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主任，各种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
，很难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本教材的编写问题，所以，尽管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多次提醒和
催促，本书的编写工作基本上没有提上日程。
后来，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将本教科书的编写纳入我所承担的2004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项目“法律思维、法律方法与法律教育”之内来完成，这本《法理学》教科书也就自然地成了这
个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
而该项目的另一成果则是主要由我个人编著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主要供法学本科学
生使用的教科书《法理学——一般法律科学》。
只是特别需要在这里略作说明的是，由于2004年8月将《法理学——一般法律科学》一书的书稿交付出
版社后我就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即LSE进修学习，所以，尽管该书正式出版是在2006年1月（本
人于2005年9月结束进修如期回国），但书中并没有明确注明该教科书是本人承担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该项目2005年才正式得到批准立项）的成果。
因此，作为主要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习者使用的本教科书实际上就是《法理学——一般法律科学》一
书的姊妹篇，它既是对后者的深化也是对后者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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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国际法学教育模式。
借鉴国际优秀经济学与法学教材编写体例，力图与国际人才培养方式全面接轨。
国内一流权威作者。
本套教材主编为中国法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精深学术造诣。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
立足提升学生处主学习及分析实践问题的能力，精心设置学习栏目以及扩展性专题。
丰富的教学资源支持。
为法学研习者提供最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与支持，教学内容极为丰富、知识体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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