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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动态的视角看待法律的形成与实现，呈现出在法条，理论和案例的构成系统中往复运行的律动轨迹
。
反映生活的案例，发映思考的理论和反映共识的法条，构成了人与法律互动的社会节奏。
其动态结构是否合理，其顺时演进是否得当，反映了人的活力与发的活性之间是否形成有效的共振。
案例是复杂多样的，既可发生理论又可证明理论，既可依法条析解又可为法条说明；理论是叠层多维
的，既是法条的形成依据又是法条的适用指引，既是众多案例的抽象演绎结果又是个另案例的具体分
析工具；法条是确定而凝固的，既表达一定时期的理论共识又伴随不断丰富的理论演讲，既是具体案
例的适用依据又靠典型案例的标本阐释。
试图掌握法律人，无论是法律研究者还是法律工作者，都要熟练把握法条、理论与案例这三个解析法
律的必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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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法总论《民法通则》第3条　民法的基本原则一、　法律原则的含义及其类型国家用法律来调整社
会生活关系时使用的调整手段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本身又是由一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法律效果。
对于一定的法律事实，立法者将赋予它具有怎样内容的法律效果，其实是立法者进行益衡量、价值取
舍之后做出的决定，法律规范只不过是实现这些价值判断的工具。
这些价值判断不仅是决定着法律的制定，也是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适用的基准，当制定法出现法律
漏洞时，它还是进进漏洞补充的指引。
法律原则就是这样一些指引着法律规范的制定、解释、适用以及法律续造工作的价值准则。
依其应用领域，法律原则存在着位阶的划分。
居于最高层次的是那些对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全部都有效的原则，比如依法治国原则、尊重人格尊
严和人的自由的原则。
其下，各个部门法又有自己的原则。
其中，构成一个部门法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称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贯穿于民法体系的全部，并居于最高层次的共同性价值准则。
当一个部门法内部还存在诸多分支时，在各分支内部又会形成一些具体原则。
诸如合同法中的合同效力相对性原则、合同自由原则等；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等
。
此外，还会有一些比较纯粹的技术性原则，比如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自始、当然、确定、永久无效原
则；特权法中的从物随同主物处分、孳息的收取权属于所有权人的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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