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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尽量把我的学习和研究心得体现在教材中。
除了个别章节外，不论是我国法理学教材中习见的旧章，还是法理学界目前正在艰苦探索的前沿，在
保障知识性的前提下，笔者都尽量设法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在知识平台上提升学生的学术认知
能力和创造能力。
这种期待能否奏效，只能经过相关教学实践的检验。
同时，由于本教材专注于探讨和讲授法律内部的问题，因此，对以往我国法理学教材中重点着墨的不
少问题未予涉及。
这也是笔者试图以司法为中心建立我国法理学教材体系的初步尝试，成功与否，也有待教学实践之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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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余年的急剧变革，其社会结构出现了全面转型的明显迹象。
与此相适应，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为己任的法律的重构就成为必然。
相应地，法律学术在种种价值和事实关注之外，以司法为中心，关注法律规范内部的学术、逻辑和技
巧问题，也就成为法理学的必然面向——纯粹法理学的面向。
本书作为一部教材，同时也作为我们作者在纯粹法理学方面的初步探索，既是笔者为转型社会法理学
教学如何转向的一种学理思考，同时也是对在我国以司法为中心，以规范为基础建立法理学模式的一
种尝试。
本导言是对全书基本框架结构和学术思路的一般概括。
一、普通法理学及其研究对象法理学产生于人类的规范生活和法律实践。
所谓规范生活，是指人类的交往活动应当遵守和符合社会规范的内在要求。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这对高级灵长类动物——人类而言，尤为适用。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称为“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的动物”，即具有社会参与性的“政治动物”①，这恰恰
说明了规范生活之于人类活动的必要。
然而，这并不是说规范生活和法律实践就是一回事。
因为和人类交往活动相关的规范，不仅仅有法律，还有道德、习俗、纪律等。
但在这许多规范中，可以肯定地说，法律是和人类公共交往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规范。
特别是以商业和贸易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成为人类交往的基本内容以来，法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更加彰显，人类的公共交往活动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法律实践。
所以，庞德曾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了②”。
今天，如果没有法律的调整，人类交往活动就变得放任自流、杂乱无章，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也就无
以发挥其理性地规范人类活动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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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为一部教材，书中所涉及的案例分析和纯粹法学家介绍，分别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李学兰、
硕士研究生王斐、马德华搜集整理。
本书的后九章内容，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尚海涛、王林敏、朱文雁、牟成利和硕士研究生刘祥超、
单文杰、杜方正等根据《法律哲学》缩写的。
全书初稿完成后，由笔者做了系统的润色、加工和处理。
在加工中，笔者尽量删除了所有初稿中一些冗繁、累赘的内容。
除了一些海外学者首次出现时使用“××国家法学家××”之类的简短介绍外，其他场合一律不用“
教授”、“先生”、“博士”之类的头衔，不论被引证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资历深浅，一律直
呼其名。
有不敬处，概由笔者担待。
～自步入学界以来，我对撰写教材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当一些学者和组织机构怀着好意邀请我参加某些教材的撰写时，我总是设法再三推辞。
这是在于我深感自身学力很难胜任写作教材，故也不愿意遽然写作之，以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因而也就只能以专著形式表达自己的一些读书收获。
经过20余年的教学实践和读书学习，逐渐感到对自己所从事的“法理学”学科和教材体系有了一定的
心得体会，于是也就有了撰写一部教材的愿望。
撰写教材不易，因它不仅要搭架起知识平台，而且还要体现出学术见识，如何使这两者兼顾，确实是
颇费踌躇的问题。
本书尽量把我的学习和研究心得体现在教材中。
除了个别章节外，不论是我国法理学教材中习见的旧章，还是法理学界目前正在艰苦探索的前沿，在
保障知识性的前提下，笔者都尽量设法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在知识平台上提升学生的学术认知
能力和创造能力。
这种期待能否奏效，只能经过相关教学实践的检验。
同时，由于本教材专注于探讨和讲授法律内部的问题，因此，对以往我国法理学教材中重点着墨的不
少问题未予涉及。
这也是笔者试图以司法为中心建立我国法理学教材体系的初步尝试，成功与否，也有待教学实践之检
验。
正因编写教材不易，笔者曾声明自己的第一部法理学教材出版之后，不再编写任何法理学教材，而只
在此教材基础上，随着自己对相关问题认识的变化和法理学界研究的深入，适时地修改相关内容，以
期不断再版。
本书就是在笔者与陈金钊教授共同撰写的《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基础上修改再版
的。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如上期许能否较好地实现，取决于多方因素，但至少，笔者有这种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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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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