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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法律解释的发展过程为线索，考察了法律解释活动由产生到结束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分八个专
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每一个专题都是针对法律解释活动中的某些细节问题展开讨论的，可以独立成文。
八个专题连贯起来，又可以成为一个对法律解释活动的相对完整的全程描述和理论分析。
全书主题突出，结构合理，说理充分，深入浅出，形成一个较为严密的法律解释理论体系。

本书适合法学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阅读，同时也可以作为法学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习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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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胜强，男，1976年生，河南遂平人。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河南省法学会法理学法史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
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法律方法论。
参编国家级和省级统编教材《法理学》各一部；在《法律科学》、《法学》、《法学论坛》等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代表性论文有《谁来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思考》、《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法律解
释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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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律解释的成因
    ——解释者、法律以及二者的结合
    一、学界对于法律解释的成因的认识
    二、人是理解和解释的动物——对解释者的探讨
    三、法律客观上需要被解释——对法律的探讨
    四、法律实施中产生法律解释活动
    ——对解释者与法律的相互关系的探讨
第二章  法律解释的主体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抑或司法机关
    一、立法机关不能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
    二、行政机关不能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
    三、检察机关不能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
    四、司法机关作为法律解释的主体
第三章  法律解释的对象
    ——法律渊源、事实以及二者的互动
    一、法律渊源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
    二、事实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
    三、法律与事实的互动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
第四章  法律解释的原则
    ——合法性、合理性与合道德性
    一、法律解释的原则概说
    二、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原则
    三、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原则
    四、法律解释的合道德性原则
    五、合法性、合理性与合道德性三种原则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  法律解释的创造
    ——法官的创造与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中法官的创造概说
    二、法官创造的依据
    三、法官创造的结果
    四、法官创造的限制
第六章  法律解释的取舍
    ——价值取向与解释的选择
    一、法律解释中价值取向问题的产生
    二、法律解释中产生价值取向的原因
    三、价值取向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四、法律解释中价值取向的根源
    五、全面认识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取向
第七章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与当事人
    一、法律解释中的法官
    二、法律解释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三、法律解释中的当事人
    四、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与当事人的互动
第八章  法律解释的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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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合理的法律论证
    一、法律论证的概念
    二、法律论证在法律解释中的意义
    三、法律论证的相对合理性的原因
    四、西方学者对法律论证的相对合理性的训识
    五、相对合理的法律论证的结果
附录一  法律的和谐与法律解释
    一、法律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二、法律解释是实现法律和谐的重要方法
    三、法律的和谐与法律解释互动发展
附录二  融贯性论证与司法裁判的和谐
    一、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司法裁判的和谐
    二、司法裁判的和谐来自于融贯性的法律论证
    三、通过融贯性论证推动司法裁判的和谐
附录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
    一、经济一体——法律对话的客观基础
    二、利益共同——法律对话的动力来源
    三、价值多元——法律对话的精神追求
    四、平等协商——法律对话的基本要求
    五、和谐共处——法律对话的终极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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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解释导论》适合法学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阅读，同时也可以作为法学专业研究生和本
科生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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