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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部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记录了笔者八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思所想。
笔者平素治学，主要涉猎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理论、证据法学等法学领域。
这些领域与国家权力结构、宪政体制等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也很少直接涉及法理学、法哲学中的宏大
主题，而显得有些“技术化”和“细节化”。
用一些法理学者的话语来表述，笔者属于一个从事部门法研究的“工匠型学者”。
既然如此，为何要出版这部名为《论法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呢？
按照常理，“法学方法”这一题目应当由法理学者来写。
坊间不是已经有两部《法学方法论》出版了吗？
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和德国学者拉伦茨。
这两部《法学方法论》都具有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
在很多法学论著之中，诸如“法学方法”、“法律方法”、“裁判方法”之类的问题，都已经被融入
法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成为“法律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只有那些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理论积累的学术大家，才有资格谈论这类法理学问题。
尽管始终有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但我还是决定向读者“隆重推出”这部著作。
本书原来定的题目是《论法学方法》。
但经过责任编辑曾健先生的善意提醒，为避免读者误认为这是一部法理学著作，我最终将题目改为《
论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尽管只有两字之差，却具有迥然不同的意味。
本书所要表达的是笔者从事法学研究的一些心得和感悟，向读者传达的是研究方法，也就是如何做选
题、列大纲、找资料、做论证和提出思想的方法。
简单地说，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做研究”、“如何写文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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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记录了笔者八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思所想。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做研究”、“如何写文章”的问题，全书主要包括法学方法的基本要素——
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之一、法科学生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之二、社会
科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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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
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大学博士（1995），北京大
学法律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1995—1997），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02）。
1997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基础理论等。
独立出版的著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2004）；《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2000，2006）；
《看得见的正义》（2000）；《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2003）：《程序性制
裁理论》（2005）；《法律人的思维方式》（2007）；《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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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学方法的基本要素——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之一　附录一　穿过经验事实的迷雾法科学生如何
撰写学术论文——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之二　附录二　陈瑞华教授书房散记社会科学对法学方法
的影响　附录三　中国的问题。
世界的眼光如何进行原创性法学研究　附录四　如何研究法律问题第三条道路——连接经验与理论的
法学研究方法　附录五　惊心动魄的跳跃刑事诉讼法学的范式与方法问题　附录六　法学研究的具体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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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学方法的基本要素——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之一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陈虎：近来，我们欣喜地
看到，法学界对于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日益丰富了起来，甚至很多学科还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
开始了艰难的学术转型。
但是，坦率地说，有不少学者对方法论抱有极为强烈的偏见，比如拉德布鲁赫教授就曾经在其名著《
法学导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为本身的方法论而
费心忙碌的科学，也常常成为病态的科学。
”陈老师，您认为方法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它的关注和讨论会使法学成为一门病态的科学吗？
陈瑞华：当然不会。
相反，如果没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引，法学才会真正走向病态，它不是已经承担了这么多年“幼稚
”的恶名了吗？
如果说若干年前法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所谓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强调资料整理和观点梳理的话，那么
现在，随着互联网和数据库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普及，随着国际学术交流范围的不断拓展，可以说，获
取任何国际前沿的研究资料都不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这个时候，靠对资料的占有和翻译而占据学
术研究制高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定意义上，运用何种方法对相同的经验、数据和文献进行研究，就成为判断学术研究境界高下的
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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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法学研究方法》讲述了应当区分学术和政治在一篇演讲录中，马克思·韦伯曾经特别强调要将学
术和政治区分开来。
中国法学的最大误区是将学术和政治不加区分，学者不是从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动辄将自己的政
治观点强加进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当一个反复发生的现象挑战了某个现有的理论时，一个理论问题
便已呈现。
我们搜集资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论文中堆积材料，而是为了研究西方现有的理论，看它们对我们研
究的论题是否具有解释力，如果没有解释力，那么我们的论题便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小处入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人手、大处着眼”，指的是要选择一个可操作的题目来开始我们
的研究，但选择的小题目要能与一个大理论进行学术对话。
“从经验到理论”任何社会科学都强调研究经验事实，但同时又重视从经验事实中提出抽象的理论。
法学研究者应当具有将问题“概念化”、提出新理论的能力。
价值研究的客观化相对于正义而言，“非正义”才是客观的、可以加以操作的研究对象，因为人们对
非正义往往更为敏感，有可操作的判断标准。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研究大量的非正义现象来问接地研究正义本身。
惊心动魄的跳跃在笔者看来，任何开创性的法学研究都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敏锐地发现中国本
土的法制经验，并对这种经验做出深入的总结和概括；二是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般
性的概念和理论，从而对这种经验的普遍适用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从经验事实、问题、中国经验到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也是社会科
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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