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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我们怎样“重新发现了入的心灵”，但我们无疑早已进入了“分析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学者被迫在各种话语、多重立场和意见杂陈的喧嚣中找到冷静、客观、理性辩论的基点，
为“心的概念”、可以接受的表达、正确的理解和沟通、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一个商谈的平台。
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亦渐渐蔓延至法学研究者的日常作业之中，我们在哈特、德沃金、拉兹、麦考密克
和阿列克西的作品中已经感受到法学分析和论辩本身所透现的“精致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恰是法
学这样一门学问自始不可或缺的。
现代的法律已经逐渐脱离原始法的直观、感性的想像，变得愈来愈抽象和晦暗不明，与工商时代的多
种语境、关系和变数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被多重意义、多种系统环境包裹着的系统。
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创造法律身形的立法者和专事研究的法学者亦难以窥览其复杂交织的
全貌。
不可否认，最优秀的法学者都会在这个利维坦面前显得局促和惶惑。
我们似乎普遍具有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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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法律现象。
鉴于其在中国法制实践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对它的研究应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其实，一个国家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往往是这个国家研究法律的学者们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
对此，早有学者对我国的法律解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成果还不多。
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系统整理过的司法解释资料开始逐步
公开，这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本文的研究正是承这一历史机遇之幸。
 鉴于本文只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部分方面的粗略考察，未能就其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因
此本文只能算是对该现象的一个最初步的研究。
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公开和研究的深入，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成果将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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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司法解释现状概述在我国当前法制实践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享有一定的
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
对立法机关，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解释权。
而司法机关的解释，在我国由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两部分组成，因为我国将检察院也归属于司法机关
。
对审判解释，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
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第2项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
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法发〔1997〕15号），对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作了详细的规定。
而检察解释同样产生于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项第2句话的规定
：“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据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察院”）1996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暂行
工作规定》（高检发研字〔1996〕7号），对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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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个初步的考察》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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