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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二十余年的急剧变革，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全面转型的明显迹象。
与此相适应，法律的重构就成为必然。
相应地，法律学术在种种价值和事实关注之外，以司法为中心，关注法律规范内部的学术、逻辑和技
巧问题，也就成为法理学的必然面向——即纯粹法理学的面向。
    本书作为一部教材，同时也作为在纯粹法理学方面的初步探索，既是对转型社会法理学教学如何转
向的一种学理思考，同时也是对在我国以司法为中心、以规范为基础建立法理学的一种尝试。
本书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要搭架起知识平台，而且还要体现出学术见识。
为使两者得以兼顾，除个别章节外，不论是对我国法理学教材中习见的旧章，还是对法理学界目前正
在艰苦探索的前沿，本书尽量在保证知识性的前提下，把学习和研究心得体现在教材中，以期在知识
平台上提升学生的学术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
同时，本书专注于探讨和讲授法律内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试图以司法为中心建立我国法理学教材体
系的初步尝试。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法学专业通用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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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概念　　概念是人们认知事物、接近对象的门径，所以，在首章提出法律概念问题，
并不是对该问题的老生常谈，而是纯粹法理学必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因为对于法律概念的不同解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要建立的法律学科的大体面目。
如站在“自然法”视角来解释法律概念，即对法律给出一个理想性、价值性和应然性的期待，那样，
法理学就距伦理学不远；再如站在法律对人们实际上所产生的调整效果——“行动中的法”——这一
视角解释法律概念，给予人们的则是一种对法律的现实性、功利性和实然性的期待，从而使法理学更
接近于社会学，它们最终所导致的，有可能是用伦理学或社会学来销蚀法理学，从而使法理学丧失本
来应有的“主权”边界。
这恐怕就是哈特以《法律的概念》来命名其最重要的法学著作的原因。
那么，法律概念是什么？
我们认为它既涉及法律的宏观存在，也涉及法律的要素，即对法律概念可以从如上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
另外，法律概念的厘清还会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第一节 宏观存在视角的法律概念　　一、作为存在的、可被实证的法律　　法律究竟是什么？
这是中外法学界从未停止过争论，然而直到今天又莫衷一是的问题。
在宗教主治的世界里和一些具有强烈宗教情怀的法学家看来，法律是神灵（上帝、真主、佛陀等）的
作品，因此，只有透过对神灵的内心信仰才能窥知法律的来龙去脉，甚至国家的世俗法也要无条件地
受神灵降示的节制。
神灵的安排是一切世俗法律得以成立的价值宗旨和基本原则。
即使在当今世界，这不但是一种理论说教，而且还具有实践效力。
这在当今一些笃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不难发现。
然而，如果要用实证的立场来看待这一观点，则人们所能够实证的，恐怕只是那些号称神灵的“存在
”所“安排”的规范本身，至于神灵们本身是什么，在纯粹法理学上既然不能被实证，也就不能作为
其分析的对象。
　　还有，把法律看成是某种自然正义。
法律既是正义的产物，又是正义的结果。
只有正义才为实在法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即正义是衡量实在法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但正义是什么，恐怕是比法律更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
抛开价值理想，仅就历史实践中像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而言，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公开声称自己所代表
的是邪恶，“表天地之心，达人民之意”总是其不愿片刻放弃的口头禅。
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式的残暴统治，也打着“正义”的堂皇旗号。
虽然，我们不否定“公道自在人心”的基本正义准则，但实践中的正义以及关于正义的学理主张从来
是“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因此，人们尽管可以对法律确定一条或数条正义的价值标准，但实
证的法律永远只是具体的规则，它既不因正义而有效，也不因非正义而无效。
这样讲，绝不是否定法律的正义价值追求，然而，当正义自身还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时，我们如何
能以之得出确定的（哪怕是相对的）法律含义呢？
　　再有，就是把法律看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实现的、具有日用价值的准则。
只要人们在实践中能够缔造秩序的规范，不论其是否经过正当程序的准允，都应被看做法律之列。
法社会学者、法人类学者和法文化学者大都秉持这一立场。
特别是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一些法学流派，如现实主义法学、法律故事学、激进女权主义法学
和批判种族主义法学等。
这样，法律就可以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虽然，这些探讨给了我们在多元视野中、特别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观察法律的全新立场，然而，他们
对传统法律理论的轻率批判和否定，也使得人们明显感到其解构有余而建设不足。
更重要的是他们站在各自的感觉和立场上把法律解说得像一条百衲衣，虽然花里胡哨，但又不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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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基本信心和信念。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角观察法律，其出发点是令人称道的，然而，其结局总令人担忧——“播下的是
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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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司法为中心，关注法律规范内部的学术、逻辑和技巧问题。
法理学和研究向规范内部视角（纯粹法理学）的转变，是我国当代法理学的必然面向。
　　站在法律内部的立场看，法理学的范围，只能进入实在法的领域，至于实在法之外的应然道德追
求，与其说是法理学的任务，不如说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之任务。
　　学习和研究内部视角的法理学之首要意义就在于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意识以及和法律实施相关
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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