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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理学试图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法律是什么”。
不过，这始终应该是当下问题，因为脱离了当下的讨论，我们就不能触摸到这个问题的本质。
也由此，法理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传世的经典法理学问题都是大师们对那个时代法律的思考。
“法律是什么”同样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拷问。
这在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法律问题。
所以，如果仅简单地问“法律是什么”，这可能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问题。
因为，如果“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被提出，答案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提出“法律是什么”时，我们是否确定，我们究竟是在问古希腊、中国先秦还是今天中
国“法律是什么”的问题。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对于这一发问，其实还包含具体的法律是什么和为什么法律是这样的价值
分析。
这可能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拷问，显然，我们的问题属于前一个问题。
即法律具体是什么，或者说，法律究竟是什么。
那么，如何发问，也不简单。
只有将其放到法律人的全部活动中，放到法律赖以生存的社会中，我们才会发现这是不能简单回答的
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性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践性问题。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中，根植于共同体的观念认知、推理方式与价值取向。
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在我们把握繁杂的社会现象与个体行为多样性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机理关系方面
已经显得苍白，无法使我们透过法律窥视社会的真实与文化的民族特质，也无法厘清和说明我们的生
活世界到底经历着怎样的改换与变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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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试图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法律是什么”。
不过，这始终应该是当下问题，因为脱离了当下的讨论，我们就不能触摸到这个问题的本质。
也由此，法理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传世的经典法理学问题都是大师们对那个时代法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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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问题研究半自治社会领域：理论及其运用——从村落对毒品问题的内生控制力量切入论“德古”在凉
山彝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国家法：一个迟到者的言说?——凉山彝族习惯法“若”(ssot)仪式初探
法治进程中的司法资源利用——从“普法”的投入角度分析政治民主与司法民主——以人大代表担任
人民陪审员的现象为视角傣、畲族地区非正式组织功能考察——基于西双版纳傣族曼刚寨和赣州畲族
富田组的比较研究理论研究罪过与责任——社会生物学视野中的“休谟之叉”及其解决法律社会学的
知识脉络与基本问题重述“法和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轫——学术想象力理论的解析与反思制度变
迁下的规则失效问题研究——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考移民现象谈起走向基层：信访功能研究的
新风向仍在继续的历程：法人类学动荡的五十年(1949-1999)调查报告折戟沉沙的理想主义者——透视
一位老上访户的村治史村民集体维权的行动逻辑——透过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观察法律不能承受之
重——对一个信访案件的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解读基层信访的法社会学透析——以重庆Y区信访办为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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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核心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12年间进行了十九次集体法制
学习。
主讲人都是我国法学界的权威学者，听讲者主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
务院主要领导人。
所讲的内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涉及的重大的法律问题。
其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层次之高，在世界法律制度史上都是空前的。
筹办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法制讲座，一则体现出法律在国家秩序治理结构中日益重要；二则体现了
中央以建设法治政府、促进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为目标，实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决心。
四、未来如何普法虽然普法工作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二十多年，但在普法实践中，对于应当怎样“
普”、“普什么”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尚存在模糊的认识，其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正是由于政府推进型的法制宣传模式，存在天然的功能性缺陷，才出现法律知识的增长与法律意识未
得到提升的状况；存在教育方式的缺陷，才出现最高领导集体学法，都存在走过场、“政治作秀”的
倾向。
我国普法宣传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通过对各种法制信息与观念的传播，教育广大群众，树立民主法治
意识，最终实现全社会法律素质的整体提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现。
但普法作为一种法制实践，由于其工作机制、工作方法、指导思想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教育形式
拓展不够，加之普法的延续时间长、法制的宣传教育手段滞后、更新形式较少，因此，在一些领导干
部和人民群众中，存在着被动厌倦的思想情绪。
从普法的形式入手，探求更为有效的普法路径，应是当务之急。
（一）旧有的普法形式为何落空从“侍明子伤害案”和“中南海集体学法”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可以发现很多突出的问题。
在“中南海集体学法”中，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普法意义。
领导干部做示范固然好，但这一示范从高层开始就有流于形式的嫌疑，基层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官方的司法报告中，也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学用结合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
调查中感到，目前学法和用法仍存在‘两张皮’现象，各种督促检查措施主要体现在学法上，而对领
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督促、检查还缺乏更有效、更有制约力的办法、法律素质的
高低还没有成为考核干部的主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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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中的法理(2010年第2卷)(总第2卷)》编辑推荐：西南法理学科研究项目书系，西南法理学经典研
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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