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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法律方法涉及的问题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原理部分、制度路径部分和思维方式部分。
在基本原理部分，作者通过对法律与方法之间的关联，法律职业者的产生、发展与作用，法律与语言
的关系、法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集中深入地说明法律不仅是纸上的文字规定，而且是需要特
定人员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按照特定的方式实现的规则体系。
在法律与方法的制度路径部分，作者通过对法律与制度的关系、法律与设施的关系、法律渊源与法律
形式的关系的论述，集中说明法律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如何以“看得见”的公开方式，追求达到
特定法律问题解决目的的正确的法律决定。
在思维方式部分，作者通过法律与分析的关系、法律与推理的关系、法律与解释的关系、法律与论证
的关系、法律与修辞的关系的论述，集中说明法律人解决法律问题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思维活动，形
成自己的正确判断。
    本书根据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撰写，以帮助学习者能够自觉地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和解决
问题，是一部法律方法的入门教材。
本书既是一部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习法律方法、法学方法论的参考读物，同时，可以供读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的具有非法律专业本科学习背景的研究生以及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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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义，法学博士，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
会副会长、广东省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法学理论专
业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
代表性著作有：《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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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制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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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然，依据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标准，法律是一种比较“小人”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是建立在双方
之间互不信任的基础上的。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用“义”就可以让君子知道该做什么，而对于小人，则必
须用“利”才能让他明白该做什么。
可见，中国古代对于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即使不是反对，至少也是不齿的。
利益是法律权利的核心内容，如果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是龌龊的、令人不齿的，法律当然也就不
需要了。
古代中国不重视法治，应该与这种观念有关。
法律秩序的思想观念前提其实就是“先小人，后君子”。
先假定某个人或组织会因一己之私而觊觎他人的利益、侵犯他人的财产、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进
而导致争斗。
故而，预防性地先行采取明文规定的方式，划定一个界限，既警告可能冒犯他人的人约束自己的行为
，又事先说明如果某一种行为发生，必然引起的特定后果。
法律规则的前提是各种冲突发生的潜在可能性，一开始就是针对各种可能的争夺利益的行为，所以，
制止冲突、化解矛盾、惩罚侵权行为，是其内在的需要。
这样一来，法律与方法之间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法律是将各种可能的行为预先分类，设定相应的处理模式和解决办法，从而调整社会关系。
这个规则体系具有一般性，即针对的总是某一类别的人的可能的行为，所以，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对
实际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约束力。
一旦法律预先规定的或禁止，或保护，或鼓励的行为实际发生了，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是否可能成为处
理这一行为的实际依据，就是对法律实效的检验。
可见，法律是否有效，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适用于对具体个别行为的指导、引导和评
价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运用于解决具体事件和案件。
而具体事件和案件的解决过程，则是一个方法问题。
方法总是针对相对特定的目标，在法律领域，就是针对特定事件、案件和法案，即依据一般性的规则
处理个别法律问题的过程。
所以，法律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在方法上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要求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法，我们暂时称它为法律的方法。
在现代社会，法律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都要依据法律的规定，也就必须遵循法律
的方法、依赖法律的方法，进而在法律与法律的方法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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