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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它是治国之学，也是人本之学、正义之学。
当代中国正在走进一个人权和法治时代，研习法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学导引”是概括论述法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法律和法律精神的学习和掌握具有引导意义
的公共基础课程。
从这一课程定位出发，本书以专题形式对法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和法治建设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
析。
　　
　　本书共分七个专题。
第一专题总论，对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品格、法学体系、法学历史等法学基本理论进行了阐释。
第二专题法律的一般原理，对法律的词源与词义、本质与特征、要素与形式、起源与演进等法律基础
知识进行了探讨。
第三专题法律的运行过程，对法律从产生到实现的整个过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
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第四专题法律的人文精神，对法律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人性基础、表现形态、价值功能等进行了分
析。
第五专题法律与国家治理，对国家治理及其基本方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局限、依法治国方
略在中国的确立与施行等进行了研究。
第六专题法律与知识创新，在阐述知识创新及其对法律的依赖性之后，重点分析了著作权法、专利法
、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对知识创新的价值功能及其具体表征。
第七专题法律与人生幸福，对追求幸福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幸福是法律的根本价值等观点进
行论述，并以私人财产、人格尊严、婚姻自由、家庭和谐等四个方面的法律保障为典型例证，对法律
如何保障公民幸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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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和支配的社会现象，它受到社会必然性的支配，同时也受到许多偶然因
素的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法律现象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
在阶级社会，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具有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因此，法学具有阶级性，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它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精确
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在的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不会因社会或国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
异性，它们可以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以及任何社会集团所认识、掌握和利用。
因此，自然科学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当然，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集团对自然科学的利用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正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第二，法学研究多采用社会调查、定性分析、价值分析、历史分析等社会科学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多采用科学实验、定量分析、假设与实证、数理逻辑等方法。
虽然出现了在法学研究中引进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的尝试和探究，但是毕竟法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
究，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盲目地将自然科学方法生搬硬套到法学研究中。
例如，可重复性是实验方法的根本特征，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重复某项实验，其结果不会因人、因时
、因地而异。
然而，社会现象则可能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具有不同内容，如果将实验方法用到法学研究中则很难得
出正确的结论。
又如，社会现象及其运动形式较自然界具有更复杂的情形，各因素之间虽然有着内在的量化关系，但
这种量化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此，在法学研究中，主要不是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而是采
用定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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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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