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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适应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法律逻辑”课程教学需要编写的，是在《实用司法
逻辑学》(雍琦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0年被司法部评为优秀教材)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本书基本上沿用了该书的编写体例、理论视点和阐述方法，但做了必要的调整；内容也有较大变化。
除少量章节改动较小外，大部分是参考该书相关章节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并适当增加了一些内容。
本书内容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块：一是逻辑基础知识部分，一是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部分(
但在编写体例上，两方面的内容并不都是截然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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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我国法律逻辑学资深学者雍琦教授为适应高校法学专业“法律逻辑”课程的教学需要而倾心打
造的一部力作。
作者既讲述了逻辑基础知识，又讨论了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
无论在体系安排上，还是在内容及逻辑理论性问题的阐释上．都有别于现行的逻辑教材。
    本书尽管以传统逻辑为其基本内容，但注重司法领域思维方法的特点，对一些带有法学专业性质的
逻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合理阐释，而且。
对以传统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体系、内容、阐述方式及编写理念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尝试。
    为满足教学需要，作者又精心编写了与本书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法律逻辑教与学>，从“内容
提要”、“学习重点及疑难问题”、“作业题及解析”、“自测题及解析”四个方面，对本书的基本
内容、疑难重点、作业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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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雍琦，四川省泸州市人。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0年毕业于原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6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师资班毕业回校后，数十年
来一直在本校从事逻辑学、主要是法律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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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论辩中的非形式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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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概念同一般概念相比，既有它们的相同点，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客观性与规定性的统一。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其内容都具有客观性，都是对客观对象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法律概念也是如
此。
表面看来，法律概念是立法者通过规范的形式确立的，似乎纯属人的主观创造。
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述：“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
。
罪犯生产罪行⋯⋯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
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这就说明，法律概念也只不过是人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行为的一种反映或
预见，是关于人的某种行为的抽象和概括。
但是，法律概念又不是人们对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人的行为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立法者根据立法意
旨，对那些认为需要通过规范形式予以保护或禁止的行为的反映，因此，法律概念又具有规定性。
例如，“盗窃”这一语词表达的概念，当其被摄入法律体系而成为法律概念时，它指称的那类行为及
其特征，就有别于普通思维领域的“盗窃”所指；至于达到何种程度的盗窃行为才构成“盗窃罪”，
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法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规定。
既然法律概念是客观性与规定性的统一，因此，运用法律概念时也就应当注意：第一，理解或陈述法
律文件中语词表达的概念，在内容方面必须体现它的法律规定性，不能凭自己的理解作任意解释。
例如，“不可抗力”表达的概念，尽管在学术界对之也还有不同解释，但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
第153条规定，就只能将其理解为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不仅如此，有的语词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法律文件中，表达的概念也还不尽相同。
例如“船舶”这一语词，在我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中，是“指一切机动船和非机动船只
”；在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又“指各类排水或非排水船、筏、水上飞机、潜水器和移动式平
台”；而在《海商法》中，则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船舶和20
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我们在理解“船舶”一词所表达的概念时，就不能不根据场合的不同，体现出相关法律的规定。
第二，运用语词表达法律概念时，也必须体现它的法律规定性。
在普通思维领域有所谓“多词同义”的情形，而对法律概念的表达却不能如此“灵活”。
某个概念按规定就只能用某个语词表达，不允许用别的语词、哪怕是表达完全相同概念的另一个语词
来代替，更不允许随意杜撰。
例如，表达因重婚而构成的犯罪行为的概念，就只能用“重婚罪”这一法定用语，而不能用诸如“非
法同居罪”、“非法结婚罪”等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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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为适应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法律逻辑”课程教学需要编写的，是在《实用
司法逻辑学》(1999年出版，2000年被司法部评为优秀教材)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基本上沿用了原书
的编写体例、理论视点和阐述方法，但作了必要的调整，内容也有较大变化。
本书无论在体系安排上，还是在内容及某些逻辑理论性问题的阐释上，都有别于现行的许多逻辑教材
。
　　本书既讲述了逻辑基础知识，又讲述了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概念的一般逻辑知识及其应用、命题的一般特征、性质命题、复合命题、规范命题、推
理的概述、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假说、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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