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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加速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而现代文明社会已充分展示出它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相互交融支撑的统一体。
经过了三个“五年普法”的中国人朦胧地看到了法律--制度文明的核心熠熠动人的光环。
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宪法。
但是，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
法律为什么应当具有超人的权威？
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结构更有利于法律的运作？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法治该如何联结等等较深层次的问题，茫然者并不为少。
而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应由法理学加以研究和回答。
为此目的，我们撰写了以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群体的，兼具学术性与系统性的《中国法理学教程》。
　　江泽民同志去年12月在广州考察调研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①总书记指出的这“三个代表”反映了我党的性质，说明了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共产党的领导权之最
深刻的基础。
而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现代法治，既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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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分析法还必须与比较法结合起来。
比较，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才能分清优劣好坏，决定取舍。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分析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比较中去分析，
才能辨别真理和谬误，先进和落后。
作为学习研究法学方法之一的比较，就空间而言，指本国法与外国法，外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比较；
就时间而论，指本国现行法与业已废除的同类部门法之间的比较以及同本国历史上的法的比较；就层
次讲，有不同法律类型之间的比较，有同一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法的比较，有本国部门法之间的
比较；就法学理论说，包括各种学派之问的比较和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
将不同类型的法和法学进行比较是否有悖于法的阶级性呢？
回答是否定的。
在这里，必须摒弃“左”倾教条主义，因为法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有继承性（指哲学意义的扬弃）
。
任何法，或多或少总有可供借鉴之处。
这既是进行比较的客观基础，又是进行科学比较后的必然结论。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种纵向和横向的多层次的比较，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
点作指导，才会引出正确的结论。
阶级分析是学习和研究法学的重要方法，从阶级分析人手，才能揭示出某个法所代表的究竟是哪个阶
级的意志和利益，否则就会被假象迷惑而陷人形式主义泥坑。
所谓纵向的比较，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对不同类型的法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历史的考察，掌握法的发展
规律，明白新旧法之间具有某种继承性，从而有利于从历史发展角度把握法，有利于开阔眼界，取长
补短，可见，比较法对于法学是普遍适用的，研究法学，必须把分析法与比较法结合起来，才能达到
透彻地分析法律，恰如其分地掌握法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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