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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有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之分。
无疑，理论法学应当包括法史学；不过，鉴于法史学以“史”为特征，而且外延广阔（中外法律思想
史与中外法制史），内容丰盈，所以通常做法是将其作为单独部分而从理论法学中剥离开来，并与理
论法学相并列。
这样看待法理与法史的学科关系确实不无道理。
然而，当前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回答也许是多样的。
但我以为在整体上，理论法学的前提性问题包括法学思维范式、法学思潮及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
需要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
这个“代序”运作的结构逻辑是，从我国理论法学的现状出发，以法学思维范式为核心，结合与此核
心紧密相关的法学思潮，最终落脚于理论法学诸学科的建设。
其中，法学思维范式是内在主导性的核心要素，而法学思潮与理论法学诸学科是外在形式或载体。
毋庸赘言，一种法学思维范式的流行，源自于社会中的法律共同体内，包括法学家个人，对“法律是
什么”的观点的思考和接受。
但是，一种法学思维范式要形成法学思潮和一门法学学科，则非单个学者个人所能为力的。
乍然看来，谈及的这些问题皆为人们耳熟能详、不言而喻的前提性的常识，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
。
可是，仔细加以琢磨，却不是这么回事。
与持有此种成见者截然相反，越是前提性“常识”，就越需要弄个明白。
这样才能够正确和深刻地对面临的理论法学予以思考，进而付诸建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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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其他比较法学教科书不同，本书以比较法学的基本理论为主线，从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入手，对比较法学的范畴体系、法律比较主体、法律比较对象、法律比较方法、法律比较功能、法律
比较结果等比较法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作者在对中外比较法学成果全面、客观的分析、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全书体系合理，思路清晰，资料丰富，论述精当，深入浅出，相信读者读完本书后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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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世中，1957年生，法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独著和合作撰写了《法的价值及其实现》、《法的合理性研究》、
《法哲学论》、《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等学术著作，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当代
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其研究成果获
得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和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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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制度法律文明中，存在哪些可比较项呢？
这些比较项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它们在比较法学中作为法律比较对象的作用和角色是如何进行的？
这些正是本书需要研究的内容。
至于对于制度法律文明具体方面在国家之间或者传统的法系之间的比较，这既是一个难以穷尽的研究
课题，也不太可能在一本书的篇幅之内完成。
何况本书的目的更多的是在于揭示比较法学的基本范畴，本章试图通过探究法律比较对象的范围来呼
应这样的写作宗旨，所以本节的写作模式也是通过对制度性法律文明在比较对象意义上的分类，进而
探索其在比较法学上的应用。
制度法律文明作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对象，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包括法律概念、法律
规范、法律体系等层次。
我们在通常意义上说的一国的法律制度，就是指那些以法律概念为基础组成的法律规范，进而由一个
个的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体系。
可见，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是制度法律文明中不同层次上的组成部分，在范围上，它们依
次扩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可以组成一个金字塔形状，法律概念就是塔基，
法律体系是塔尖，而+众多的法律规范则是金字塔的塔身。
这样的三个层次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制度法律文明的外延，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一国制度法律
文明的特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范畴作为制度法律文明中的比较项，通过分析这三个层次在不同国家间的差
异来观察世界整体制度法律文明的特点。
在制度法律文明中，还有一个与其紧密相关的概念叫法系。
在比较法学领域，法系是一个被学者使用较多的概念。
法系这个范畴主要用于探求各国的法律实践，包括各国立法体制、立法技术、规范体系、司法制度等
。
因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就形成对这一法系法律实践的总体归纳和评价，并且使之又成为评价其他
法系的其他国家法治的参照体系。
法系经常被用于鉴别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差异。
人们习惯于将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法律按照历史传统、法律结构以及法律地位等因素综合的标准分
为几个法系，对于法系之间的差异进行探索研究。
另外，“同一个国家依据法系的标准，其法律制度可能被分别归人到不同的法系之中，并且在法律运
作过程中享受不同的待遇”⑥。
由此可见，法系作为比较法学中备受青睐的概念，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但是本书并未把法系作为制度法律文明的一个范畴归人法律比较对象中，是因为相对于上文提到的制
度法律文明的三个层次来说，法系与之有着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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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多年从事比较法学教学与研究的结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讲授比较法学。
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吕世伦教授、朱景文教授的指点和帮助，也得
到了刘兆兴教授、米健教授、张少瑜老师等比较法学界同仁的支持和鼓励。
正是在他们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得以在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发表了一些论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对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我深表感谢。
本书也是我和我的法学理论硕士生教学互动的成果。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硕士研究生邓文婷、商浩、杨长春、蒋霓、黄淑燕、梁智俊、李素
秘的帮助，他们帮我收集资料、输入文字，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也不可能顺利完稿。
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认真审阅、逐字逐句地修改书稿，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辛苦。
在此对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一并深表感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学>>

编辑推荐

《比较法学》：当代理论法学精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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