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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秋季开学后为研究
生开设法理专题课。
这门课的特点是，多人讲授，不用教材，每人讲自己最拿手的或正在从事的研究。
如此便不拘泥于照本宣科，不仅学生，连那些平素埋身书斋案头、不大登台授课的学者，对这门课也
是喜欢的。
年复一年，讲稿渐成论文，论文亦作讲稿，教学相长，蛹蚕互变，一朝化蝶，便成就了这部讲义。
本书成稿历时十余载，撰写人都是正在或曾在法学研究所工作或学习的学者。
起初我们是想编一部供研究生使用的高级法理学教程，借此把教学活动“规范”起来。
后来才发现，尽管每门学科皆有不变之理、不易之道，但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一如历届学生对这门
课的感知和需求，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
编书好比摄影之于流川行云，只能起到一时”定格”的作用，大可不必削适成“统编”教科书的模样
。
或许也只有这样，才真的有助于学生们窥得学问门径、明白其中就里。
再说，这些学者本来就未必是为了给特定的学生们“授业解惑”而研究学问，“听得懂就听，听不懂
可不听”，当然更不必为帮助学生应付考试而将就敷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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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位法律学者历时十余载，精心打造的中国本土法学经典著作、法理学高级
教科书。

　　全书除绪论外，共四编四十二章。
第—编从语义、规范、道德、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性别十个视角。
讨论认识和理解法律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第二编从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权利、民主、法治、分权、宽容、宪政十个主题。
分析现代政治和法治实践必须坚守的价值和原则；第三编从宪法、立法、司法、法律体系、法律程序
、法律职业等方面，考察法律产生和运行的一般过程和规律。
第四编梳理中西法律思想以及中国的民本、法治、近代变法等思想脉络，展现古今法律思想的演变历
史。

　　本书体现了作者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探寻和开拓中国政道法理的学术努力，既可用于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教学，也适合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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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夏勇，法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主编胡水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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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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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勇
第一编 观念和方法
本编概说
第一章 法的语义分析 /
胡水君
 第一节 法理念与文化认知
 第二节 刑与名
 第三节 法与名教
 第四节 法的名与实
第二章 法的规范分析/
吴玉章
 第一节 法与命令
 第二节 法与规则
 第三节 法律规范体系
第三章 法的道德分析/
邹利琴
 第一节 法律理论中的“道德”概念
 第二节 法与道德的关系
 第三节 关于法与道德的不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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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的政治分析/
胡水君
 第一节 作为政治附属物的法律
 第二节 作为政治制衡器的法律
 第三节 法律的权力结构
第五章 法的历史分析/
谢鸿飞
 第一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界定
 第二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理论谱系
 第三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意义和局限
第六章 法的经济分析/
钱弘道
 第一节 法的经济分析概说
 第二节 法的经济分析实例
第七章 法的社会分析/
谢海定
 第一节 外部的科学分析视角
 第二节 法与社会的联系
 第三节 法的社会分析方法
第八章 法的文化分析/
刘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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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文化与法
 第二节 用文化的眼光看法律
 第三节 作为一种文化的法律
第九章 法的宗教分析 / 高全喜
 第一节 法的宗教维度
 第二节 政教分离原则
 第三节 法与宗教的关系
第十章 法的性别分析 / 黄
列
 第一节 女权主义的法律观
 第二节 女权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第三节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二编 价值和原则
本编概说
第十一章 正义 / 胡水君
 第一节 正义的基本问题
 第二节 正义的种类划分
 第三节 法律与正义
第十二章 自由 / 高全喜
 第一节 自由观念与法律
 第二节 作为政治和法律权利的自由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主义
第十三章 平等/ 陈欣新
 第一节 个人平等
 第二节 阶级平等
 第三节 政党平等
 第四节 民族平等
 第五节 性别平等
 第六节 法律平等
第十四章 人权/ 赵雪纲
 第一节 人权及其论证
 第二节 人权思想和人权制度
 第三节 人权在中国
第十五章 权利 / 夏
勇
 第一节 权利的基本问题
 第二节 权利的分析哲学
 第三节 权利的价值哲学
第十六章 民主/ 邹利琴
 第一节 民主的概念
 第二节 民主与反民主理论
 第三节 民主原则及相关问题
第十七章 法治/ 夏
勇
 第一节 法治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法治的主要规诫
 第三节 法治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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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法治的悖论与语境
第十八章 分权/ 刘海波
 第一节 政治哲学与分权
 第二节 司法权与治理权的区分
第十九章 宽容 / 陈根发
 第一节 宽容与法理学
 第二节 宽容的法哲学基础
 第三节 宽容与中国文化
 第四节 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第二十章 宪政/ 翟国强
 第一节 宪法、民主与宪政
 第二节 宪政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政
目录（下）
第三编 制度和机理
本编概说
第二十一章 宪法制度/
夏勇
 第一节 宪法之上有没有法
 第二节 宪法是不是法
 第三节 何谓违宪及如何认定违宪
 第四节 宪法的核心是什么
第二十二章 立法制度/
李林
 第一节 立法与立法权
 第二节 立法的历史：希腊法和罗马法
 第三节 立法要义
第二十三章 司法制度 /
夏勇
 第一节 司法机构设置的一般规律和模式
 第二节 司法机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节 司法原则及程序模式
 第四节 司法人员与司法保障及监督机制
 第五节 近期司法改革动向
第二十四章 法律体系/
刘作翔
 第一节 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第三节 “一国两制”下的法律体系
第二十五章 法律程序/
熊秋红
 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述
 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法律程序的主要类型
 第四节 法律的正当程序
第二十六章 法律效力/
张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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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法律效力的概念和本原
 第二节 法律效力的结构
 第三节 法律效力的维度
第二十七章 法律关系/
张志铭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五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
 第六节 法律关系的运行：法律事实
第二十八章 法律事实/
邹利琴
 第一节 法律事实的理论前设
 第二节 证据规则
 第三节 证明理性
第二十九章 法律责任/ 吴玉章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要素
 第三节 法律责任与免责
第三十章 法律制裁/ 邓子滨
 第一节 法律制裁的源起和变迁
 第二节 法律制裁的属性、功能和根据
 第三节 法律制裁的原则、方式和替代
第三十一章 法律救济/ 贺海仁
 第一节 法律救济概述
 第二节 法律救济与救济权
 第三节 法律救济机制
第三十二章 法律监督/ 余少祥
 第一节 法律监督概述
 第二节 法律监督的理论和历史
 第三节 法律监督制度比较分析
第三十三章 法律解释/ 张志铭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方法
 第三节 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第三十四章 法律推理/ 赵承寿
 第一节 法律推理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 法律推理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法律推理的功能及其局限
第三十五章 纠纷解决/ 冉井富
 第一节 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
 第二节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第三十六章 法律职业/ 吴玉章
 第一节 定义和分析框架
 第二节 法律职业的兴起
 第三节 法律职业的制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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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法律职业伦理
第四编 历史和脉络
本编概说 /
第三十七章 西方法律思想简述/ 信春鹰
 第一节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思想
 第二节 西方近代法律思想
 第三节 现代西方法理学
第三十八章 中国法律思想简述/ 苏亦工
 第一节 古代天命、天罚观
 第二节 先秦法律思想源流
 第三节 纲常名理之变迁
第三十九章 中国的民本思想/ 夏勇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权观念
 第二节 现代中国的民权诉求与理论建树
 第三节 政治浪漫主义与文化怀疑主义
 第四节 新民本说要义
第四十章 中国的法治思想/ 夏勇
 第一节 关于法治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第二节 中国古代有无自然法思想
 第三节 儒家的“德治”和“人治”
 第四节 法家的“法治”
 第五节 中国古人关于法治的规诫
第四十一章 中国近代变法思想与法治/
夏勇
 第一节 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法治的进路问题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法治的价值问题
 第三节 欧美中心与本土主体：法治的文化问题
 第四节 张扬理想与建设制度：法治的实践问题
第四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
夏勇
 第一节 法制概念
 第二节 法治原理
 第三节 加强法制，实现法治
参考文献 /
人名索引 /
主题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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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场景对角色的界定；行为对角色的扮演和建构。
①前者基本上是规范的，后者基本上是经验的。
场景，既作为分析论题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以分析论题本身的形式存在。
例如，在一项关于法院司法过程的研究中，司法及其结构的规范含义就是一个场景，它们包含于分析
论题之中，界定了法官、检察官、案件当事人等规范的角色；同时，司法及其结构的规范含义的选择
或赋予，又依赖于该项研究论题的范围和目的。
如美国的还是德国的、历史的还是现行的、初审法院的还是上诉法院的等。
因而，场景对角色的界定，既包括体制上的界定，也包括分析者的界定，其共同的表述方式为“某某
角色应该如何行为”。
行为对角色的扮演和建构，包括行为者对角色的认同和实际行为的发生。
仍以前例来分析，当法官这一规范角色落实在某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时，其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法官”
的角色及其使命（如是否应该像自动售货机那样判决案件，能否“造法”）就属于角色的自我认同，
而其实际如何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则属于对角色的行为扮演和建构。
之所以把“扮演”和“建构”分开，在分析者那里，通常是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扮演是基于认同
基础上的，而建构则可能包含着行为者在规范角色之外试图或实际上给他人留下新的形象（如“清官
”）。
场景一角色一行为分析进路的关键，是规范角色和经验角色的比较，法社会学中对“书本上的法”与
“行动中的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区分一般会采用这一分析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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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集全所之力写作的研究型
的法理学教材。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与目前市面上的法理学教材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
，体例不同，已有的法理学教材均是按照基本概念、法律原则、法的运行等篇章来安排，《法理讲义:
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则分为四个部分：观念与方法、价值与原则、制度与机理、历
史与脉络，体例新颖且编排合理；第二，《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各章的作
者，均是在该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作者；第三，《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相对
于其他法理教材，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深的倾情推出法理学，还原法理学本色，给您全新的学
术享受）更高级的法理学，继博登海默《法理学》之后内容最全面、结构最新颖、作者阵营最豪华的
法理学力作。
可以说，《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的每一章，都历经中国法学最高研究机构
十年传承；每一章，都是一位知名学者的私塾讲义；每一章，都是一场法学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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