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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已经使人类的心灵陷入困境。
在无法承载的知识面前，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对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的各种专家；一种
是对越来越多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哲学思辨家。
在生活中，我们更多地发现，知识的爆炸，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领域内的专家。
但在这类专家眼里，社会整体似乎正在消失，“专业事实”正取代源于生活的理解；具体但互不关联
的“专业知识”正逐渐丧失其应当带来的智慧和力量。
于是，人们在这种“专业知识”面前忍受着折磨⋯⋯在长达十三年的职业法律培训生涯中，我们的一
些学员，甚至我们的一些教师也会有这样的困惑。
在他们的眼里，法律似乎仅仅是纯粹规则的体系。
仅仅是逻辑脉络中抽象概念的演绎，法律毫无生机，抽象枯燥与之伴随，法律与生活毫不相干。
其实，法律源于生活。
每一个法条都承载着生活规则和生存意义；每一条规则都蕴含着道德关怀，都在追寻着“人应当享有
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终极命题。
因此，如何让众多的法律学习者不仅仅是枯燥地学习，而是从社会生活经验进入法律，还枯燥的法律
于鲜活的生活理解，使法律学习者在学习中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给法律学习者传递一种法律精神以及
法律对人类的价值意义，使法律学习者在勇于奋斗、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学习过程中，更加负有责
任，从而升华对法律的真挚理解，去欣然品味人生，去快乐地追求成功的目标，这既是我们培训的目
的，也是我们在法律应试培训中注入法学教育精神的追求，还是我们创设培训思路、完善培训服务乃
至写书出版的原创动因。
法律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陪伴我们从摇篮走向坟墓。
在一般人眼里，法律是具体的，人们对它的理解更多的只是遵循。
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法律文明是迄今为止文明探索过程中最辉煌的成果，是最完善、最高层次理性体系的反映。
是理性与人性之美的结合。
法律虽然是由我们人类创造的，但是自始至终都具有一种超越一切人意志和理性的最高价值，并不断
塑造着我们人类自身的品质。
学习法律史后，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生活规则的不同塑造了不同风格的法律文化，由此人类文
明才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发展轨迹。
法律不过是将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形成了足够影响的生活规则翻译成了法律语言。
法律发展的趋势就是延承社会习俗，而社会习俗则承载着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福祉。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就是在社会习俗的支配下，通过自我信念的作用，凭借理性推理的力量，
为建立便于遵循的具体秩序而不断奋斗。
只有更多地遵从法律规则，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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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全书结构而言，我们依据司法考试试卷结构要求，按照部门法进行划分，每一部门法之下又分
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分值分布与命题规律”。
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分值分布”，对近几年考试中该部门法的分值分布规律与题型配置情况进行
分析。
二是“命题规律与特点说明”，主要告诉考生该部门法考查的重点内容，这是对长期司法考试辅导的
经验总结。
　　第二部分是“考题归类解析”。
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
在客观题部分中，我们没有像在其他书中那样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的类别分类
，而是按各部门法的知识体系以历届真题所考查的知识点为识别标准，将考查同一知识点的所有选择
题放在一起。
这形成本书的最大特色。
这样做的优势在于：一是让考生一眼即能看出一个部门法的重点章节、重点内容之所在；二是有利于
考生对照法条，总结考查某一章节、某一法律制度的试题规律；三是使考生对命题的重复性及尚未考
查的知识点一目了然，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
在主观题部分，因为该题型所考查的是知识点的包容性、综合性，所以很难像选择题那样分类，故我
们按试题的年份编排，也有利于考生了解该部门法的案例分析题的年际出题规律。
该部分不是每个部门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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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的特征与本质1.《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法典，《法典》第五卷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妇女
要终生耐心、忍让、热心善业、贞操，淡泊如学生，遵守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卓越规定。
”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不忠于丈夫的妇女生前遭诟辱，死后投生在豺狼腹内，或为象皮病和肺痨
所苦。
”第八卷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婆罗门贫困时，可完全问心无愧地将其奴隶首陀罗的财产据为已有
，而国王不应加以处罚。
”第十一卷第八十一条规定：“坚持苦行，纯洁如学生，凝神静思，凡十二年，可以偿赎杀害一个婆
罗门的罪恶。
”结合材料，判断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2009年试卷一 8题，单选）A.《摩奴法典》的规定表明，人类早期的法律和道德、宗教等其他规范
是浑然一体的B.《摩奴法典》规定苦修可以免予处罚，说明《法典》缺乏强制性C.《摩奴法典》公开
维护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D.《摩奴法典》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与现代法律精神不相符合答案B解析
：本题为选非题。
《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法典，是奴隶制时期的法典。
作为法典，《摩奴法典》的规定具有强制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摩奴法典》规定苦修可以免予处罚，不影响其强制性。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刑法规定特殊情形可以免予处罚，但这种规定并不影响当代刑法的强制性。
故选项B错误。
2.2007年，某国政府批准在实验室培育人兽混合胚胎，以用于攻克帕金森症等疑难疾病的医学研究。
该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
对此，下列哪些评论是正确的？
（2009年试卷-53题，多选）A.目前人兽混合胚胎研究在法律上尚未有规定，这是成文法律局限性的具
体体现B.人兽混合胚胎研究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及时立法给予规范和调整C.如因该
研究成果发生了民事纠纷而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则法院可以依据道德、习惯或正义标准等非正式法律
渊源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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