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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平正义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的稀罕之物，代之而起的是社会的日益暴力化：强制拆迁几成常态，群体
性事件一波接一波，花样年华的生命绝望地选择了自杀，犯罪分子甚至向童稚举起了屠刀，连作为“
正义生产者的法官”也惨遭暴力。
这一切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以至于国家总理都疾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公平正义的缺失当然首先表现在分配领域，这主要是个立法问题。
不过在我看来。
近年的立法已经有了很大改观，更为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法律的执行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司法领域。
近年来司法出现了远离公平正义的倾向。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制度上司法正在失去它的特质——中立与被动。
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遭到忽略甚至质疑；另一方面司法权又向行政领域扩展，与行政权联
盟（诉调对接、大调解），司法不仅堕落为行政的工具，而且司法本身也在行政化，它的结果是正义
的生产失去了制度依托。
二是司法的非程序化。
放下法槌、脱下法袍、走向田间地头、蔑视程序正在成为时尚，这降低了对司法的程序规制。
三是远离法律。
“强化调解”、“听众民意”、“案结事了”、“社会效果”等等司法政治化口号及其相关的“内部
管理措施”都告诉法官，法律并不重要，“摆平就是水平”。
四是强大的信访正在从司法外消解司法的正义取向。
强化信访使信访机构及当地的集权者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强化信访使信访者（涉诉）通过“
信访行为政治化”赢得了对法官的某种优势。
结果是，权力偏好、信访压力大小及“缠访”者的韧性如何往往决定了纠纷的最终结果，正义成为牺
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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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全球化为视角分析与审视法理学基本问题的法学教科书，为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不同于传统法理学教科书从抽象法概念开始的体例，本书先形而下，后形而上，以法存在论－法本
体沦－法运作论－法发展论为体系，在对传统法理学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寻与全球化趋势相契合的
、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建没服务的科学而理性的法理学，并运用法学基本原理与内在演进脉络重构法理
学新体系。
    作者积十年之功，融近年最新成果，对各章增删修撰，而为第二版。
本次修订中，特增加法学、与人的尊严以及司法相关之内容，在彰显作者独特学术视角的同时，也使
本书更具教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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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第三版）>>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法学学　　第一节　法学概述　　第二节　法学方法　　第三节　法学历史　第二章
　法理学　　第一节　法理学概述　　第二节　法理学发展史第一编　法存在论　第三章　法律渊源
与分类　　第一节　法律的一般渊源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律渊源　　第三节　法的分类　第四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及其历史　　第二节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　第五章　法律效力　　
第一节　法律效力及其效力范围　　第二节　法律位阶　第六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释
义　　第二节　法律关系主体　　第三节　法律关系客体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第七章　法律作用　　第一节　法律作用概述　　第二节　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第三节
　法律作用的限度　第八章　法律与社会　　第一节　法律与经济　　第二节　法律与政治　　第三
节　法律与道德　　第四节　法律与宗教　　第五节　法律与法律意识第二编　法本体论　第九章　
法律要素　　第一节　法律要素释义　　第二节　法律规则　　第三节　法律原则　　第四节　法律
概念　第十章　法律价值　　第一节　法律价值释义　　第二节　法律与秩序　　第三节　法律与正
义　　第四节　法律与自由　第十一章　基本法律概念　　第一节　权利、义务和权力　　第二节　
权利、权力和义务三者间的关系　　第三节　人权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
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构成　　第三节　法律责任的实现　第十三章　法律的概念　　第一节　
法、法律的语言分析　　第二节　法律的本质　　第三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第三编　法运作论　第十
四章　法律的生成　　第一节　法律生成概说　　第二节　法的制定　　第三节　法律整理　第十五
章　法律的实现　　第一节　法律实现的概念　　第二节　守法　　第三节　执法　　第四节　司法
　第十六章　法律方法　　第一节　法律解释　　第二节　法律推理　　第三节　疑难案件的处理　
第十七章　法律程序　　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说　　第二节　三大法律程序原则　第十八章　法律职
业　　第一节　法律职业概述　　第二节　法律职业思维　　第三节　法律职业伦理　第十九章　法
的安定与监督　　第一节　法的安定　　第二节　法的违犯　　第三节　法律监督　　第四节　司法
审查第四编　法发展论　第二十章　法律的起源　　第一节　法律起源的论争　　第二节　原始社会
和原始法　第二十一章　法律的发展　　第一节　法律发展概说　　第二节　法律发展的三个时代　
　第三节　怯律现代化　　第四节　法律发展中的文化交融与继承　　第五节　法律的未来——消亡
还是世界法　第二十二章　法治　　第一节　法治的概念　　第二节　建设法治国家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第三版）>>

章节摘录

那么，知识有哪些大的门类呢？
这首先得说说“科学知识”的特点。
据当代学界的共识，“科学”的首要含义是方法意义的——实证的方法，而不是指结论；科学方法的
核心是可重复的、独立的观察或实验。
因此，“科学”的知识体系大概有三大要件：概念、逻辑、经验，缺乏其中任何一项的知识体系都不
是真正的科学。
依据上面的科学概念，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三大门类或三大学科：科学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规范学科、人文学科。
自然科学的外延大家很清楚，社会科学的外延要说一下。
社会科学只是研究社会（含思想）的学问中的一部分：以实证方法研究的那部分。
例如，实证的社会学、实证的经济学、实证的政治学等等。
其他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不是科学，它们分属于规范学科和人文学。
属于规范学的主要知识有伦理学、神学、法学，属于人文学的有历史学、各种语言文学、艺术学、美
学等等。
不过应当注意，由于学者在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不同，研究同一对象的学问可能属于不同的学科。
例如，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却是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这三大学科各有自己的追求：科学学科追求真，即规律；规范学科追求善，即公乎、正义；人文学科
追求美。
在这三大知识门类中，法学属于哪一门？
可以简要地说，法学不属于科学。
法学不属于科学或法学作为科学的无用性的思想在历史上就存在过。
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1847年针对概念法学和历史法学，否定法学的科学性与有用性。
他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命题。
其一，“法学尽管是一门科学，却不像其他科学那样能够并且应当对现实以及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其二是“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不符合科学一词的真正定
义。
”“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
献变成废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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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出生在长江下游南岸的小村，唯一的骄傲是拥有天下最敬业、最善良的父母。
二老在半饥饿状态中支撑我读完小学又读中学。
“文革”爆发，学业中断，我也加入亿万农民行列。
曾从家乡拉纤到上海装大粪回乡以肥田。
1969年应征服兵役，退伍后教小学、中学。
接下来就是恢复高考又做学生，毕业后再做教师至今。
布衣生涯造成我近乎病态的平民性格，视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人的自由与解放、人格独立为生命。
我认为马克思的法理学就是“平民法理学”，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权利，他鞭挞任何特权及特权
颂歌。
还在读大学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请教恩师谢随知（《柏拉图——生平及
其著作》的中译者），中国的出路何在？
他以哲学家的睿智道出两个字：法治！
此事距今已整整二十年。
然历时愈久，信之弥坚。
师训虽然令我茅塞顿开，但那时我对法治的理解是浅薄的，仅仅是有法律、用法律而已。
但却正是这两个字，促使我自学法律。
当时能找到的法律书仅有苏联人的《国家与法的理论》之类，维辛斯基法律理论于是成为最先进入我
脑海的系统的法思想，我隐隐感到它与我自由平等的理想有很大差距。
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以后，我花两年时间通读了老师开列的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所有有关法律的文章
，而后从研究民法而达于法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以广泛阅读西方法学名著，并从宪法、行政法而进于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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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全球视野(第3版)》编辑推荐：研人类中群己之界究法理外天人之际生学术上鸿鹄之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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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