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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请我为该社编辑的“边缘法学丛书”写个序言，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
对于长期从事边缘法学研究的我来说，作为"边缘法学研究"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能够为我国边缘
法学的发展壮大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此我十分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给予我这个机会。
社会在进步，法学在发展，由西学东渐传入我国的西方法学。
在我国一百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革新，西方法学过分注重纵向研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与我国
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于是人们开始对日益成熟的法学体系进行新的反思，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法学。
边缘法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美国大法学家魏格模1928年在总结法学研究的经验时，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过这样的感慨：“现在
谁也不能专门研究法律的一种科目，而不顾那和法律有关系的其他科目了。
”法律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实践的要求，就不能孤立地从法律上研究法律。
就法律研究法律，这是狭义的研究方法。
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法律。
就不能不注重边缘法学。
从实用、实际的方面来研究法律，就必须运用边缘法学的理论和知识。
关于边缘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外国学者早巳注意到，而我国学者在很长时间里认识不足，直到近年才
有学者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
中山大学周林彬教授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作为经验积累的法律，不再仅仅是法律的单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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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边缘法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社会应用与发展规律的学科体系，边缘法学是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实
验场。
它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拓展了法律应用的疆域，扩大了法学研究的视野，增添了司法实践的方
法，成为法律科学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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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解释的基础：法律思维解释者的立场相当重要，因为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
如果我们坚持司法克制主义，会对法律作出严格的解释；会对他人的权利表现出应有的谦抑；会把解
释分为不同的层次，如认同意义上的解释与创造意义上的解释；会坚持只有在文本意义不明确时才创
造性地解释法律。
如果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就会轻视规则的权威；就会不失时机地追求个别正义而放逐一般正义；创造
就会被视为司法的本质。
当然，事物本身也是成循环状态的，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法律解释过程与方法也会影响解释的立场
与理论。
理论上的清晰，只是我们研究与认识问题的需要。
事物本身并不会像理论那样拥有清晰的逻辑，虽然它自身有这样那样的规律。
在研究法律解释的立场以前，我们必须对法律思维有所交待。
因为，法律思维是法律解释的思想基础。
不具备法律思维方式，就不会做出规范的符合法治要求的解释结果。
所以，研究法律解释就必须对法律思维进行深入地研究。
没有对法律思维的研究，法律解释者就会因失去法律的职业角色而感觉茫然。
目前，我国关于法律思维的研究还十分浅薄，主要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特征的描述上。
我们很少关注法律思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只是在规范法学的描述中，对法律思维进行只言片语
的言说。
有时，我们想在心理学层面上对法律思维的结构进行描述，但又不知道法律思维的心理基础与一般的
思维的心理基础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在本书这一部分，我们着重考察了法律思维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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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是我们2006年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解释学
》的续篇。
在那本书中，我们研究了法律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法律解释学的概念、法律解释学的历史发展、法律
解释的目标、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的文义方法、目的方法以及对作为法律解释对象的法律概念、法
律事实的解释等问题。
从整体上看，那本《法律解释学》基本上是一种介绍性的理论著述，对司法实践、法律解释学的中国
化以及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尽管我们一直努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法律解释学本身的复杂、细腻，或者说作者们对学术和司
法技术掌握得不够深入因而被"括"起来了。
在这本《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中，我们试图从思维方法，起码从姿态上解决这一问题
。
所以，我们为该书加了一个副标题"立场、原则与方法"，以期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问题意识。
在本书中，我们明确提出了法官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法律人的司法意识形态应当是保守主义的，法
官等人应该克服"激进"与"跳跃"的革命式思维，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或谦抑主义，对司法能动主义保
持适度的警惕，同时也对司法能动主义的优缺点作了一些评介。
我们认为法律思维应是法制社会中的主流思维，并明确提出了法治反对解释的主张，认为"法律解释的
明晰性原则"应该拿到法律解释学的"前台"，成为法官司法的指导性原则。
主张这一原则的背景是：我国目前制定了很多的法律，但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现实的原因就是：我国文化的"骨子"里面缺乏法律的权威意识，没有认真对待规则的观念，做事情的
灵活性处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没有做好为法制建设牺牲某些"自由"的准备，只想到了法制之利，而没有看到：法制的实现是需
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
法律解释学是一种实用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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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边缘法学丛书作为一套重视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著作，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力求
处理好法学理论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关系。
它的出版，对于法学研究的繁荣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善名法学家　李出云 边缘法学丛书以交叉为视角，以非法学
的思维，用非法学的方法和手段解决法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它是法学理论应用化、法学应用理
论化的综合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积累价值。
　　　　　　　　　　——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田青年法学家　蒋新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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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是边缘法学丛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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