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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是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
传统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理论为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
司法裁判的僵化；而创造性解释虽能够弥合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天然缝隙，却扩大了司法的不
确定性。
本书尝试在法律论证领域为法官协调“服从’与“创造”的矛盾探索的新进路，通过具体论证方法的
应用，法官可以实现一种融入创造精神的服从，一种“有思考的服从”，以实现法律方法对法治精神
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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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飞，1978年生，山东烟台人，法学博士(2006)。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讲师，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心”
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方法论、法律社会学。
近年来在《东岳论丛》、《宁夏社会科学》、《法学论坛》、《法律方法》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合作专著两部，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司法部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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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沈宗灵认为，“法律解释是指对特定法律规定意义的说明”。
从广义讲，法律解释包括对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解释，从狭义讲则不包括对宪法的解释。
“法律解释既是实施法律的一个前提，也是发展法律的一个方式。
”①第二种，梁慧星认为，“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为了解决具体的案件，必
须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
这种获得作为判决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亦即广义的法律解释”。
具体来说，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三项内容：其一是在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情况下确定法律规范意义内
容的作业，即狭义的法律解释；其二是在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情况下的漏洞补充；其三是在法律规
定因过于抽象一般而不确定情况下的价值补充。
②第三种，苏力认为，“司法中所说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
本的解释。
司法上所说的法律解释往往仅出现在疑难案件中，这时法官或学者往往将这整个适用法律过程或法律
推理过程概括为‘法律解释’，其中包括类比推理、‘空隙立法’、剪裁事实，重新界定概念术语乃
至‘造法”’。
“法律文本的解释是狭义上的法律解释。
”③第四种，郑戈认为，“有两种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模式：一种可以称为‘法律开示’模式，即
把法律视为既存的、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则，解释者只能尽力去发现其真实含义，并将之揭示出来
，适用于具体个案；另一种是‘法律阐释’模式，法律条文只提供了一种供解释者在其中进行解释活
动的结构，法律的含义最终取决于解释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解释者之间的交流与共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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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诸多老师、朋友的指导和帮
助，在此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感谢我的导师陈金钊教授，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陈老师给了我许多引导和鼓励，培养我学习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引领我一步步迈进深邃的法理学大门。
陈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学术品格以及人格的魅力令我钦佩。
感谢导师谢晖教授，谢老师的学术才华和成就令我高山仰止。
谢老师在学习、工作、生活多方面都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时给我鼓励，催我奋进。
感谢傅有德教授、蔡德贵教授、林喆教授，聆听他们的授课使我开阔了学术视野，感受到学者的大家
风范。
感谢范进学教授、齐延平教授、李道军教授、肖金明教授、林明教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不吝教诲，使
我不断提高法学素养。
感谢吴丙新、焦宝乾、桑本谦、杨建军，诸位不仅是我的师兄，更是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关爱使我
每当遇到学习上的困惑时总能寻求到耐心的指点和帮助。
感谢师弟孙光宁、侯学勇为本书的修改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我的好友美希，在写作最艰难的时候时时给我温暖的鼓励。
感谢我所有的同学们，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总是轻松而快乐的，我将永远珍惜这份珍贵的同窗之谊
。
感谢我工作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领导和同事们为我的学习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也提供了很多
支持，使我可以安心完成论文。
法律解释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习的时间愈长，愈是体会到自己的无知
与短浅。
本书作为我学习成果的一个小结，稚嫩与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各位前辈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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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解释:服从抑或创造》：法律方法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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