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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的教学用书，书中把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
法学作为西方法学的三大主流派加以把握，并分别地对其始源、演变和当前的状况，系统地加以评述
。
通过这样的思路，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和顺当地了解西方法学的文理和脉络。
首先，书中把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作为西方法学的三大主流派加以把握，并分
别地对其始源、演变和当前的状况，系统地加以评述。
通过这样的思路，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和顺当地了解西方法学的文理和脉络。
这一点，与传统的历史断代并以代表人物（而非学派）为主导的阐述方法，迥然有别。
再者，书的次侧重方面，是对杂多而不易缕析的当代西方诸法学流派，做了尽可能周全的分析、归纳
与整理。
一些新学派，如存在主义法学、现象学法学、行为主义法学、符号学法学、多元论法学、西方马克思
主义法学等，在迄今为止的国内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程或专著中尚付阙如（我同谷春德合著的《西方
政治法律思想史》增订版乃系例外）。
无疑，这利于克服以往的同类作品所难以避免的头重脚轻、显得厚古薄今的弱点。
同时，又会使读者以三大主流派的观点为凭依，比较容易地勾勒出当代西方法学思潮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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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世伦，男，1934年7月18日生，中共党员，辽宁大连人。
1948年4月参加东北民主青年联合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享受国务院颁发
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优秀教师。
1985-1988年任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和第一任所长，日本山梨学院大学客座教授，现在兼任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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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律”一词的四种含义奥斯丁说，通常所谓的法律具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它们是：上帝之法，
实在法，实在道德或实在道德规则，比喻性的法律。
1．上帝之法上帝之法是上帝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传谕给人类的法律，有时称为自然法。
为了避免与17-18世纪的自然法相混淆，奥斯丁使用“上帝之法”一词，在具体含义上，它是指功利主
义，即边沁所倡导的“避苦求乐”。
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丁是边沁功利主义集团的一分子，他坚持边沁功利主义的立场。
在奥斯丁看来，上帝之法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在所有的法律中，它处于最高的地位。
但是，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和一个分析法学家，他不可能充分地展开论述上帝之法的问题。
从奥斯丁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认为奥斯丁的看法是：第一，功利主义的内容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
，它是一种批评的科学，而实在法才是科学法理学研究的东西，它是一种阐释的科学。
第二，分析法学的最终目的归结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分析法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法律是否合乎功
利主义的原则，不是科学的法理学所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去掉奥斯丁理论中的功利主义理论，奥斯丁的学说仍然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边沁功利主义对奥斯丁的最大影响就是奥斯丁严格区分“法律的应然”和“法律的实然”，前者是立
法学的范围，后者是法理学的范围。
2．实在法实在法是一个主权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制度，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是科学法理学，
或者称为一般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其具体内容就是他著名的法律命令说。
他认为，每一实在法(或每一个所谓简单和严格的法律)是由一个主权者个人或集体，对独立政治社会(
其中创立者是至尊的)的一个成员或若干成员，直接地或间接地设立的。
换言之，它是一个君主或主权体，对处于其征服状态下的一个人或若干人，直接或间接确立的。
3．实在道德实在道德，或称实在道德的规则，或称实在道德规则，是指非由政治优势者建立，但具
有法律的能力和特点的法。
这种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仅仅由观念建立或实施。
这种法律应用的例子包括：“荣誉法”、“风尚之法”以及“国际法”规则。
这一类法之所以称为“实在道德”，是因为因其“道德”而区别于实在法，因其“实在”而区别于上
帝之法。
在实在道德规则中，有些是严格意义的法律，有些则是非严格意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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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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