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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经历了习惯法、制定法和法典化等不同的发展时期。
在这些不同的时期，法律的表现形式、法律的任务和法律自身的体系都是不同的。
为此，法学需要发展出不同的法学方法论，配合法律发展不同时期的任务以及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完
成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创造。
这是法律和法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我国，法学方法论研究还处于空白状况。
曹茂君所著的《西方法学方法论》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西方法学方法论》向人们阐释了在西方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法学如何回应时代的需要而
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不同的法学方法论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法律和法学如何在传统和
变革之间转变。
通过这些法学方法论的阐释，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法律的概念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的形成机
制以及不同的服务对象。
同时，也向人们阐释了与法学的解释、构建和体系化任务分别相联系的实用功能、实证功能和阐释功
能。
这对消除我国部门法学与理论法学的阻隔，实现实用法学理论和实证法学理论的互通，具有启发作用
。
最后，本书向人们阐释了借助法学方法论的帮助，法学如何实现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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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方法概述 一、方法的含义 方法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概念。
从词源上，西方的“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μξτα）”（沿着）和“ōǒǎ（s）”（道路）
。
从字面上理解，方法是指对人们行为的某种调整规则的说明，而这个行为规则是为了到达一定的目的
所必须遵循的。
换句话说，方法是指达到、认识、接近某种事物的途径，其意义近似于古代汉语中“法”、“术”、
“道”等词所表达的意思。
“方法”一词，在我国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墨子的《天志篇》，原意指度量方形之法，后来逐渐演变成
解决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手段。
 方法的形成源自人的实践活动，它要求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服从他所接触的那些事物的内在逻辑。
当人们按照事物的内在性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行动时，随着实践活动的重复而逐渐将依照事物的性质
而形成的有效的行为方式在大脑中固定下来，渐渐变成认识的方法、思维的方法。
因而，当人们再次行动之前，依据先前确定的方法，可以预想到这一行动的后果，也可以设计出达到
这一结果的方式与手段。
方法虽然源自实践，但它又不是仅凭经验的认识就可以获得的。
因为这种认识经验不是完全自觉地建立在认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而只是从经验中归纳出的规则的总
和，如果这些规则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而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思考的话，那么，这种以经
验认识为基础形成的“方法”可能会成为进一步认识事物的障碍。
从这种意义上讲，方法是人类社会中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科学发展到人们认识
了事物的本质联系，认识了事物发展规律并对这些发展规律进行了反思，进而运用于实践的产物。
从性质上讲，方法应该是联系实践和理论认识的中间环节，通过这个中间环节，人们的实践和理论认
识都在不断深化。
 二、方法的构成要素 方法是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产物。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中介，就是活动的方法。
人们活动的方法并不是可以任意确定的，它是由活动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活动对象所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人类活动包括三个要素：（1）目的，即人们的行为最终达到的结果；（2）前提，即
人们为达到目的必须具备的可以利用的现实条件；（3）方法，在现有条件下人们为达到某个确定的
目的应当采取的行动、手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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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法学方法论》从方法论角度，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法学和法律如何通过自身的变革，顺应了时
代发展的需要。
这种研究视角在法学界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而以往的法学著作对西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介绍，受学科局限，将思想和制度的变革割裂开来，人们
很难认识到时代变革的思想如何直接转变为制度的创新。
以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理论还可能犯一种错误，即把不同时代的法律和法学任务视为大致相同，或
者把现代的法律任务视为古代社会既有的法律任务。
即使是介绍不同的学术观念，也常常使人难以理解学者们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是回答法学领域的什么
具体问题。
以自然法为例，在不同的时代，自然法存在的形态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实际上完全不同，但是，人们往
往把自然法当成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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