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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法学的价值意识形态。
从这一学科和课程定位出发，本教材简明而富有逻辑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对法的
本体，法的演进与发展，法的制定与实施，法的价值，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法理学的基本
理论进行了全面阐释；对通贯整个法学体系的基本范畴，诸如法、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全球化与法律发展、法治与社会建设以及法律程序、法律方法、法
律职业等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本教材第四版广泛吸收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及高校法学理论教学与科研上的新经验、新成果、新思路
，在第三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知识、创新理论、结合实践，并在文字篇幅、写作风格和编写体例
等方面有所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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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

代表性著作有：《法哲学范畴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哲学通论》；代表性
论文有：《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与现代法律精神》．《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
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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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三，司法诉讼制度上的差别。
大陆法系的传统是注重实体法，英美法系则注重程序法。
在诉讼制度上，大陆法系采用演绎法的推理方式，英美法系的司法审判则采取归纳法的推理方式。
由此也决定了两大法系的法官在判决书的制作上各具特色。
从诉讼模式上看，大陆法系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审问式或纠问式，法官主动讯问当事人；英美
法系采用“对抗式”或“庭辩式”，法官往往扮演着消极的裁判者角色，律师的作用相对积极。
从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上来看，在大陆法系，法官是法律的奴仆，只能司法不能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
律行事；英美法系将法院置于主导地位，法官决定着法律的效力，兼具司法和立法职能，可以在判决
中创造新的原则，即法官造法。
 其四，法律分类和术语上的差别。
由于受罗马法学家，特别是乌尔比安学说的影响。
大陆法系在传统上主要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英美法系则把法律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直到现代，
才开始有限度地使用公法与私法的分类。
概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比较明确、统一，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
部门缺乏统一的分类，特别是在民事法律方面，只有侵权行为法、契约法、租赁法、借贷法等零散的
分类，没有把整个民法划为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
 总而言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导致这些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历史传统的不同，而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起了重大作用，不同的地理环境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当代发展趋势上看，西方两大法系的差别越来越小，呈现一种相互靠拢、相互融合的趋势。
然而，历史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西方两大法系的差异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
 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一）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在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之后正式确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它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孕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曾先后颁布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法律文件。
它们是获得局部解放的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为后来的法制建设积累了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
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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