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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法理学（第2版）》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民主法制
建设的实际，吸取法理学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和广播电视大学法理学课程的教学经验，用精确、简洁
的语言，严谨、科学的态度，研究、阐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概念和知识，着重研究、阐明
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理论、基本理念，以期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与法治理论武装头脑，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培植法律文化，普及法律知识，
培养法律人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进展贡献力量。
本书除可供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外，也可供教学研究人员、干部、公民学法、普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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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国华，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点创建人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奠基人之一
。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朝阳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学术委
员会成员，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或客
座教授。
多年从事法哲学、法理学、现实法理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法是理与力的结合”“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的基本矛盾”“法的和谐价值”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在法理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
参与并主编的代表性著作有： 《法学基础理论》《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法理学教程》《社会主
义民主：跨世纪的沉思》《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法的形成与运
作的原理》《社会主义法治论》《法理学》以及《法的一般理论》《论政策与法的关系》《再论法的
和谐价值》等大量学术论文和译著、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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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法的一般原理 第一章 绪论：法学与法理学 第一节 法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职能 第二节 法学的
产生、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诞生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及其主要成就 第四节 法学体系
与法理学 第五节 研习法理学的意义和方法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二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 第一节 法的
术语和外在特征 第二节 法的本质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三章 法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法
的起源和发展观 第二节 法的起源 第三节 法的历史类型 第四节 法系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四章 法的
作用和价值 第一节 法的作用和职能 第二节 法的价值的概念及其分类 第三节 法的诸项价值目标 复习
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五章 法律规范与法的渊源 第一节 法的要素与法律规范 第二节 法的渊源 第三节 法
律规范的效力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六章 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第一节 法律解释 第二节 法律推理和
类推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七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
三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五节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复习与思考 延伸
阅读 第八章 法律行为、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 第一节 法律行为 第二节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复习与思
考 延伸阅读 下编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中国社会
主义法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
用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作用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一章 社会
调整系统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 第一节 社会调整系统概述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执政党政策调整 第
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道德调整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其他社会调整措施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
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及其渊源 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立法原则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立法程序 第四节 当代中国法的形式渊源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复
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实施 第一节 法的实施 第二节 法的适用 第三节 当代中
国的司法适用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五章 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第一节 当代中
国的法律监督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第十六章 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一节 法治的概念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
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复习与思考 延伸阅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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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复仇制度的弱点和衰落 当复仇发展出这样一种精制的制度，并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之际
，无论是从分析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史实上看，它都已经走到或快走到其尽头了。
 首先，门人食客等复仇制度措施已迫使侵犯者无法彻底排除对手的复仇可能；并且，即使事实上彻底
消除了，侵犯者也无法确信自己的彻底。
 其次，复仇尽管对于复仇者来说“味道好极了”，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种制度的社会成本实在太高
。
仅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前后就有赵、屠两家600多人牺牲了，其中几乎全部是无辜者。
成本高更表现为这种复仇制度对复仇者的文化品质和训练要求太高了。
复仇本出自个体的生物本能，为了求生，但是发展到程婴、公孙柞臼这里，它已经彻底异化了，复仇
本身变成了目的，完全违背了人的求生本能。
 再次，复仇制度的弱点是复仇本身的残酷性、无节制性，并由此，特别是在古代人口流动很小的社区
中，可能致血族复仇，世代的复仇，从而使发展广义的文明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群体扩大，群体中产生了新的，为获取和平和安全而成本更低因此
是更有效率的制度。
复仇制度尽管有上述种种弱点，但如果没有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为替代，复仇制度还是不大可能被
废除。
这个新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复仇制度得以实现的群体内的组织化、纪律化以及群体内部的制裁。
 这种制度本来是作为支撑和保证复仇制度的辅助制度而出现的，但是一旦成型并随着群体的扩大，这
种制度就显现得比复仇制度更为有效、更为安全、更能保证和平。
尽管它还只是群体内部的制度，但由于其维系和平和秩序的效率，没有理由不能延伸、扩展开来，作
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制度，替代原先分散化的个人或小群体的复仇制度。
反客为主，李代桃僵，复仇制度的维护者变成了复仇制度的掘墓人。
一种新的以中央集权的公权力为中心的治理制度就这样出现了。
复仇制度即使仍然存在，但是从各个方面看，它都已不可能同这种新的中央集权的治理制度相抗衡了
。
 事实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状况已经显示出来，封建制已经开始为中央集权政体逐步取代，“
国家”不断被兼并，中国政治权力的统一已经成为基本趋势。
在这个意义上，赵氏孤儿的复仇可以说是复仇作为制度死亡前的一次大规模成功实践。
复仇将很快被禁止，至少不再像在春秋时期得到那么多的表彰和赞美。
 主张公权力至上的法家从一开始就禁止复仇。
商鞅变法中，一条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目的是要使秦国国民“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韩非子也认为“侠以武犯禁”，是国家“所以乱”的最根本因素，因此必须由王权予以严厉打击和禁
止。
先前一直是认同、赞美甚至倡导的儒家也开始修改其关于复仇的主张，增加了一些限定条件，“在儒
家经典中，关于复仇的意见越到后来，限制越渐增多”。
程婴和公孙柞臼这样的复仇人物，将很快变成“过气”的历史人物，从那些具有侠义精神的人中衍生
出专职的“侠客”，甚至出现或变成可以用金钱标价和购买的刺客和杀手。
秦始皇很快统一中国，不仅通过中央集权的暴力同私力复仇展开一种服务的竞争，而且收缴民间武器
，进一步从物质上剥夺了民间复仇的可能，并通过这种“不正当的”竞争最终以垄断的方式提供“正
义”。
因国家公权力所不及而残余社会中的只能是“游侠”；到了汉代之后，甚至职业游侠也很少了。
 四、复仇的消亡 复仇作为一个制度是已经崩溃了，但是复仇的现象或事件，从来没有消亡，而且也
不可能从社会中彻底消失。
 《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已经有了某种公权力的晋国之内，而并非发生在权力高度分散的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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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这涉及复仇发生的另一个社会因素，即在一个已经有集中化公权力的群体或社会或国家内部，如果这
种公权力由于种种或非人为的原因不能有效地深入民众之中，以公道的方式解决其内部成员的纠纷和
冲突；或者，由于人为把持的原因，受到不公甚或冤屈的人们无法诉求这种公权力获得公道，那么复
仇就仍然会出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秦汉以后，复仇一直受到国家制定法的打压，甚至严格禁止，但是“私自复
仇的风气仍是很盛”，有关复仇的法理争论即使在官府内也一直持续不休，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真正
有效且强有力的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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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法理学(第2版)》除可供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外，也可供教学研究人员、干部
、公民学法、普法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