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8452

10位ISBN编号：703021845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瑜青，苗金春　主编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满足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而编写的，用于法学的本科教育或专科教育。
作者把学术界一些积极的新的理论和观点反映在教材的内容上，同时还注意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全书的写作注重问题教学法的运用，每一章的设计首先把问题摆到读者的面前，章、节的推演过程就
是问题的深入过程，如此的导入使整个教材的叙述环环相扣、跌宕起伏。
本书是国内一部具有创新性的教材。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生、专科生、司法实务工作者及参加司法考试的社会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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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瑜青，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有《契约精神与社会发展》《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与法制文明》。
论著、译著30余部，并先后发表“契约精神与法律意识”等专业论文100余篇。
苗金春，法学博士，山东潍坊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院长。
代表作有《语境与工具——解读实用主义法学的进路》；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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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学与法理学法理学的学习和其他课程的学习一样，首先必须对涉及该课程的一些最基本的
概念有所了解，这自然要说明何谓法学及其体系、何谓法理学及其研究对象、法理学的历史和学习方
法等问题，本章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学的概念第一节　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为一些问题所困惑，如女性比男性
早退休的依据是什么，私人为什么不能到处张贴传单等。
当人们这样思考时，就涉及现实的法律规则，或法律规则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等，也就使自己进入
一种境界，即询问现实法律规则正当性的理由。
其实人们不仅要求了解现实的法律规则，而且还进一步要求了解现实生活本身的变化，及有关法律在
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及其价值等问题，其中有一个科学性的要求，法学就是随着法律实践发展而产生的
一门学科。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法学是专门研究法律现象这一特殊社会事物的科学。
法律现象是复杂的，法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对一般法律规则（包括法律文件、条款）的研究，还要研
究法律的本质、特征、发展、作用、制定、实施、监督等一切有意义的行为和由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
秩序。
法学研究这些法律现象，不能孤立地进行，由于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有着内在的联
系。
因此，法学还必须研究与法律现象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研究对法律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制
约作用的社会诸因素。
当然，法学研究的这些法律现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法学属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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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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