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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西方国家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的法学基本理论——通称“法理学”或“法律
哲学”，对这一期间它的各主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学说进行了论述、分析和批判。
全书由导论、新自然法学和价值论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其他法学5编组成，共28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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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宗灵，先生1923年出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国立复旦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翌年，远渡重洋，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学习，次年获硕士学位。
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沈宗灵回到祖国复旦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教学生涯。
解放后，沈宗灵先生先后在新成立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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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二、客观法和实在法    狄骥认为，社会连带关系既然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因而，尽管它
本身不是人们行为规则或社会规范，但却是所有这些规则或规范的基础。
    这种规则、规范是目的律，而不是自然界的因果律。
因为它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
总而言之，这种规则或规范包括三个原则：(1)尊重旨在达到社会连带关系的一切行为，决不妨碍其实
现并尽可能地促其实现；(2)不应从事任何有悖于社会连带关系的行为；(3)在实现社会连带关系中进
行合作。
归纳起来就是：“决不从事有损于同求或分工的社会连带关系。
尽其可能地促进这两种形式的关系。
”    这种行为规则或社会规范，就像社会连带关系本身一样，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
因为它在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它又是个人的观念，且只适用于个人。
    因此，其适用既是普遍的，又是有差别的，因为社会连带关系包括一切社会成员，不论强弱，无一
例外，他们都负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但每一社会成员的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其适用形式是多样化的。
同样地，这种规则，就其内容而论，是永恒的，因为每一社会都是一种社会连带关系，但社会又是在
发展变化着的，因而这种规则的形式又是不断变化的。
    狄骥将这种行为规则或社会规范分为经济、道德和法律三种。
它们构成一个体系，其中法律规则居最高级。
这三种规则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的，但违反规则而产生的社会反应形式有所
不同。
    第一种，经济规则，它规定有关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行为。
违反这种规则会产生有关财富及其生产和使用的社会反应。
第二种，道德规则是有关社会风尚的规则，违反这种习惯会引起一种自发的社会反应。
第三种。
法律规则，它可以同时也是经济或道德规则，但反过来，经济或道德规则却并不是法律规则。
换言之，经济或道德规则只在一定条件下才上升为法律规则。
这种条件是：人们认为这些规则对社会生活以及对人们的“双重感觉”都极为重要，因而对违反这些
规则的行为应以集体的、有组织的强制干预作为社会反应。
所谓“双重感觉”首先是指人们的“社交感”(也即连带感)，人们普遍感到，这运规则一经违反，社
会连带关系就会趋于破裂；其次是指“正义感”(个人感)，即感到自己负有对违反社会连带关系的行
为必须作出反应的责任。
    狄骥进而认为，这种法律规则或规范就是所谓“客观法”(objective law)，它不同于实在法，即国家
制定的法律。
客观法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存在的，它本身就具有制裁力，即使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且存在于国
家之外，国家的职能在于实现客观法，因而客观法高于国家及其制定的实在法。
客观法，即“⋯⋯法律规则的概念，如果理解为赋有社会制裁的一种社会规则来说，是全然不依国家
观念为转移的。
这一概念先于并高于国家观念，并比后一观念更为广泛”。
实在法常被认为是根据国家主权意志创造的客观法。
事实上，实在法仅仅是客观法的“陈述”，是用来保证尊重客观法的“手段的组织”。
    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又提出了以下两种法律规则的划分：“规范的法律规则”(normative rule of law)
和“建设的或技术的法律规则”(constructive ortechnical rule of law)。
    规范的法律规则规定了对个人的命令或禁止，即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一定行为，如应纳税，不应
杀人，等等。
建设的或技术的法律规则指的是为尊重和实施规范的法律规则而设定的另一种法律规则，如确定有权
执行制裁的机关及其权力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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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律规则显然是与国家不可分的。
因此。
这两种法律规则的划分实质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客观法和实在法之分。
据狄骥自己解释，在《拿破仑法典》中，除亲属篇外，只有三种“规范的法律规则”：缔结契约的自
由、对财产的尊重以及因过失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义务，其他所有条款都属于“建设的或技术的法
律规则”，它们是从以上三种规范的法律规则中获得效力并用以实施这些规范的法律规则的。
                  P197-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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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通称为“法理学”或“法律哲学”。
这里讲的“现代”泛指自20世纪开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
本书就这一时期法理学的主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学说进行了论述、分析和批判。
全书见解深刻，分析入理，既是一本学术专著，又可作有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之用。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一窥西方法学家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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