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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法学本科教学课程设置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经历了几个阶段。
建国初期，基于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照搬苏联的法学教学模式，在课程设置上以“法与国家的一般
理论”作为法学教学的入门课程。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学教学突破苏联教学模式，尝试以“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取代“法与国家的一
般理论”，将国家理论从法的体系中排除出去，实质上是探讨将法的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
由于“法学基础理论”只是有关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而缺少法学学科层面和理论性的高度概括的内容
，因此，在法学教学中，人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仍然在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上对
学生缺乏引导，导致学生在后来学习各部门法学课程时因理论储备严重缺失而产生一系列的理论困惑
。
90年代开始，法学教学中以“法理学”取代“法学基础理论”，但“法理学”因其高度的抽象性和理
论性，使法学教学陷人新的困境之中，若将“法理学”开设在一年级，由于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
理论素养不足，因而该门课程的学习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学习听不懂，难以理解和消化；如果开设
在高年级，则教学课程体系中又缺少一门基础性、铺垫性、概要性、引导性的课程，使学生对各个部
门法学的学习受到影响．90年代末期，西南政法大学率先尝试“法学导论”与“法理学”并设的模式
，在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高年级开设“法理学”，很快得到国内很多政法院系的认同，但对
于“法学导论”应该讲哪些内容、“法学导论”在法学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中承载什么任务，如何处
理“法学导论”与“法理学”、“法学概论”三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们编写了这本《法学导论》教材。

本教材从法的基础与入门和法学学科的基础与人门两个方面，试图为法科学生提供一本简明扼要的法
学学科入门导学教程，、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等非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一本概要了解法学学科的简明教程
，使学生能从法学的形成与历史演变(纵向)和法学理论与各部门法学的主要内容(横向)上对法学学科
体系和法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概括而又全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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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律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希腊人把国家视为一个伦理的、具有共同精神本质的社会，其机构的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教育活动
，通过教育使其成员能享有那种精神本质，并使整个社会凝聚在一种共同的心灵本质之中。
这种本质对希腊人来说，不是纯粹的抽象，而是具体地凝聚和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就是国家的凝聚
力，它凝聚和团结了社会。
亚里士多德放弃了对柏拉图“哲学王”理念的追求，将“哲学王”所蕴涵的理性精神落实在法律之中
，将“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法律成了纯粹理性的载体，而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
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视“法治”为最优良的治国方略。
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法治”作了系统的界定和阐释，其所理解的法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法治
指向公共或普遍的利益，它不同于为了单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宗派统治或暴君专制；第二，在依据普
遍规则而不是依靠专断命令进行统治的意义上，同时也是在政府重视法规所认可的习惯和约定常规的
比较笼统的意义上，法治意味着守法的统治；第三，法治意味着治理心甘情愿的臣民，它不同于仅仅
依靠暴力的支持的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法治得以落实的文化——心理保障在于被治者对于法律的基
本信念。
（二）古罗马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古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又一个源头。
罗马法是古代西方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也是后来西方法律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发达的法律制度相适应，罗马法学十分繁荣。
罗马法学家不仅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的技术和方法问题，而且引入希腊人的自然
法概念来论证罗马法的神圣性和广泛适用性。
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
法律调整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
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由此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职业化的法学家集团、法
律学校、法学派别。
西塞罗（公元前106一前43年）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法学家。
古罗马帝国时期最著名的有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伯比尼安、莫迪斯蒂努斯。
罗马法学家编写的《法学阶梯》是一本迄今所知最早并且保存最完整的西方法学专门著作。
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振，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
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罗马法学对其后的西方法学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学导论>>

编辑推荐

《法学导论》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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