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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以来，我做了十余年的法律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法理学》课程
的授课教师，从同学们——当然还包括那些并非正式授课对象但依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的本校与
非本校的、法律专业或者非法律专业的各年级本科生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向我表达的种种疑惑与提
出的各种问题中，我在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于我国目前千篇一律的“法理学”教科书的不满足
的同时，也体会到了他们作为学生所具有的与我作为法学理论专业课程教师所同样具有的对我们的《
法理学》教材的共同感受。
那就是：第一，我们所学习的《法理学》基本上是板着面孔的教条式的说教，它要我们记住的基本上
都是一些由强式“论断”方式所形成而没有真正的“论证”的各种“真理”性的“知识”性的命题；
第二，我们所学习的《法理学》显得极为骄纵、霸道而专横，它高高在上，并因其拒人千里之外的态
度而显得冷漠世故——与我们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真实生活距离太远；第三，我们所学习的《法理
学》千人一面，并不具备独立与自主的学术立场，也很少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阐释力，在很多情
况下它基本上是现实政策的一种理论性的法律话语注解或者法律话语转换，话很多但虚妄之词与霸权
话语不少，因而相当无趣。
    因此．在90年代中期参加的一次在长春举行的由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郑成
良教授主持编写的《法理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了彻底改变我们的《法理学》的教材内容
设置与教学重心安排的意见，即，改变以“法学知识传授”为主要特色的《法理学》，而变为以对学
生的“法律精神熏陶”、“法治观念启蒙”和“法律思维方式培育”为核心与重点内容的《法理学》
。
但遗憾的是，我的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与会专家的认可，大家认为我的意见理想性的成分
太多而且技术操作也太困难因而不可行。
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一直坚持自己对《法理学》基本功能的看法，即，作为法律专业学生必修的
核心专业基础课程的“法理学”，其在法律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中的作用，主要的并不在于为他们“
提供有关法律的知识”，而在于为他们“灌输基本的法治理念”、“传播现代法律的精神”、“培育
职业法律思维”、“塑造理想的法律职业人格”、从而使他们“具备优良的法律头脑”。
所以，我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尝试着对“法理学”教科书进行了从内容到体系结构的“个性化”改革
。
本书就是这种教学改革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我之所以说本书是对我的“法理学”教学改革的一个“总结”，是因为：    首先，本书力图弱化“
法理学”的“教条化”与“说教”味，使之回归“理性”而“说理”。
大体说来，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我本人对作为教科书的《法理学》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我理想中的《法
理学》教科书的大致思路与框架结构的总原则——注重对学生的“法律精神熏陶”、“法治观念启蒙
”和“法律思维方式培育”，“法律知识的传授”只能居于次要地位(主要应当有各个部门法学来承担
和完成)。
所以，纯粹的正式的“法理学”的内容在本书中被高度压缩，篇幅也减少了很多，《法理学》教科书
的正式内容就由“厚”变“薄”了。
之所以这样设计，也是为了给教师“个性化”地讲授“法理学”和学生自主地自学“法理学”留下更
大的发挥与思考的空间。
    其次，本书力图改变“法理学”的“僵硬”面孔，使之“生动”、“和蔼”而“有趣”。
本书在一些章后所附的“阅读与思考材料”部分，辑录了以学术随笔、[1]学术论文与著作节录(中英
文)、网络新闻、司法解释、英文的案例(判决书或者法官的判决意见与异议意见)。
这一部分内容不仅仅是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激发学生学习和体悟“法理学”的热情与兴趣，更主
要的考虑是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内容”的过程中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精神熏陶
”、“法治观念启蒙”，并使自己得到“法律思维方式”的培育与训练。
    再次，尽管只是一个极其初步的尝试，但本书的现有结构与内容安排的主要目的确实是力图使“法
理学”回到真实的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中来，使“法理学”“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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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尽可能地使学习“法理学”的同学逐步明白：“法理学”的根基就在我们所过的平实、真切而
生动的日常生活之中，“法理学”的各种理论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它们离我们很近，那
些远离我们的真切的生活的所谓“法理学”只不过是些“僵死”的东西，既无真正的“理论”内涵也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法理学”的“学习”是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在我们的真实的生活
中去逐步体验、回味和领悟的。
而这样的一个体验、回味和领悟“生活之理”与“法律之理”的过程，并不仅仅只是《法理学》课程
的学习，而且还包括对各种部门法学的学习，以及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的学
习，更重要的还必须包括在生活本身中进行的以经验为内容的学习，这样，修习法律者，就既可以明
辨“生活之理”，又懂得法律运用的“法律之术”(Art of  Law)，还深谙“法理之学”(Jurisprudence)。
如此，我们就可以说修习法律者具有的“法律的头脑”和“法律思维”的能力。
    我之所以说本书是对我的“法理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初步”的总结，是因为还有如下的工作本书
还没有做到或者做好：    首先，虽然我本人对于我国现行的各种《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法理学”的
课程教学安排并不是那么满意，但是，要写出一部令人满意的《法理学》教科书确实太困难——比起
写作个人专著来困难要大得多、也多得多，我本人对自己的这部《法理学》教科书也很不满意——不
仅仅是体系结构而且还包括具体内容。
比如，本书原来的设计就有“法律文化”一章，但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在正式写作中决定暂时排除
这一章，待今后考虑成熟后再补充进来。
    其次，由于本人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案例研究不够，只好暂时放弃精选一些当代中国的司法案例作
为本书一些章之后的“阅读与思考材料”的内容的计划，这一工作也只有等待今后逐步加以完善了。
    再次，虽然在总体上本书也考虑了各章之后的“阅读与思考材料”的内容与本教科书该章的内容在
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但本书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安排，其更
加精致化的思考与安排也只能有待于今后的逐步完善。
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在“阅读与思考材料”中收录的本人的随笔，其所涉及的社会事实情况如今可
能已经有所改变，但为表明我写作这些文字当时的客观情况的真实以及保持这些文字的历史真实，我
在收录这些文字时未做任何改动。
    最后，本书也没有安排专章介绍西方法理学主要流派——主要因为在吉林大学我们有专门的一门课
程《当代西方法哲学》来承担这一任务，这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我本人倾向于在今后的修订中，本书也同样不设专章但将西方法理学主要流派的主要观点融入到相关
章节的内容中加以介绍和分析，而完成这一工作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提出上述想法，也正是想借此表达我作为编著者的真诚希望：希望读者诸君、各位同仁对本书提出
你们的批评意见，你们的批评意见对我进一步修订本书真的非常关键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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