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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对“法”以及“法的信仰”进行了独特的界定，并分别从发生机制、制度
机制、文化机制和功能机制四个方面对“法的信仰”予以分析，展示了“法的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性
机制的完整内涵与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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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青，山东滨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近年来在《哲学研究》、《思想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作30部，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参
与省部级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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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作为信仰第二节　信仰与法一、法：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权利要求我们所要分析的是法的
信仰，什么是法呢?在日常生活中，法与法律是通用的，法就是法律，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应然的法
不同于实然的法律，换言之，法具有不同于通常所谓法律的深刻内涵。
最早将法与法律相区别的是自然法学家。
早在古希腊时代，智者学派就有人对自然与法律作了严格的区别：自然的命令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
，自然法就是同自然相一致的生活的准则，而法律的命令则是人任意制定的。
亚里士多德区别了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认为自然正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来源于人类本性的
力量，而法律正义则来源于被奉为法律的强制力量，自然正义高于法律正义。
罗马时代国家立法发达，在自然法之外，又分出市民法、万民法。
中世纪的神学则有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定法的区别。
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力推崇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性，认为自然法（主要
是公平、正义的原则）与自然权利根源于人的自然理性，自然法先于并高于人定法而存在，规定法律
权利的人类法必须依照自然法的原则来制定。
孟德斯鸠更进一步指出：“从最大限度的广义上说，法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推断，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法。
”他把法归结为客观存在物的理性的公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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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的信仰: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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