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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关键词：法律与词语的关系研究》主要探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在词语物质
层面上的确立及传播，阐发词语文化对法律表达的影响及在法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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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学者在谈论法哲学分支问题时认为，部门法哲学的一大职责是使本专业的知识
系统化，“即把分散的知识联接起来，找寻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之变为统一的知识。
这其中有三项工作：创制本专业的学术用语或话语，用来概括和表达本领域的种种事物和现象；探索
概念之间的关系，寻找事物之理，归纳本专业的基本问题和原理；把概念和原理串联起来，成为一个
逻辑上自洽的和便于传授的知识体系。
” 三、作为词的法律术语 原理上论述法律术语的形成，往往离不开通常被认可的几个路径。
正如德语文献中关于“术语”（terminologoe）的词条所提示的，术语“这种专业用语通过它们在某个
系统中的明确定义而和口语用于相区别。
”术语形成的途径主要是：赋予现有表达方式更精确的含义；创造新词；创造外来语。
 就本质而言，法律术语形成是一种“语言重构”，而重构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要考虑多方面问题：“
语言重构”的法律因素，“语言重构”的含义层次，“语言重构”的延续、发展特性，“语言重构”
的价值。
这当中，语言不只是语言问题，更关键的是法的内涵。
 法律规则缩小了法律修辞的领域，而这就是法律规则的优点之一，那种认为“法律就是修辞”的说法
很容易对这一观点视而不见。
 必须承认，无论将专业表达称为“语言”、“修辞”抑或其他什么，其重塑性质和话语边界都是十分
清晰的。
所以，无论在什么语种的论域当中，基本的理论界定要靠词语完成。
在汉语论域中，法律术语以词语为单位，其作为词的显性特征非常突出。
 词语的形成依法律思维的特征而类聚，也就外化为不同的类别。
比如，有关法律主体和法律人格的术语，有关法律思维与法律原则的术语，有关法律诉讼和法律程序
的术语等等，均形成词语的归属秩序。
 关于法律人格的术语，以“人”、“公民”、“法人”等术语为核心词，同时诸如“个人”、“单位
”、“组织”、“机构”也频繁出现在法律文本当中，且具有固定的立法含义，因而也应被视为这一
类的术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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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关键词:法律与词语的关系研究》的特点是如何认识法律，法律术语不能形成体系，证明法律
知识缺乏内容和动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知识，就没有术语；而没有术语，知识也无以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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