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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
教材。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从这一课程定位出发，本教材阐述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法学方法论、法的本体、法的起源和发展
、法的运行、法的作用和价值、法与社会等法理学的基本论题和问题；对通贯整个法学体系的法学基
本范畴，诸如法、权利、义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价值等，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对法的要素、法律发展、法制现代化、法律方法、法律职业、法治国家、法与人权、法与经济全球化
、法与生态文明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关沿问题进行了探索；对法理学的许多传统论题或从内容上
加以拓展，或在理论上有所深化。
本教材在观念更新、体系建构、文风改善、技术规范等方面，亦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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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显，男，1951年生，河南省南阳人，法学硕士，哲学博士，1983年至85年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法
学院研修，1989年至1990年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1985年至1993先后任吉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年1月起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2001年起
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学术兼职有：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南京师
范大学兼职教授，大连海事大学兼职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兼职教授。

    主要社会任职有：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
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统一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理事，国际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
执委，吉林省人民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哲学、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政治学，尤其是法理学和
当代西方法哲学。
1986年以来，连续四个五年计划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4项，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
制建设》（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西方法学思潮总评判》（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法制与社
会发展》（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知识经济与法制创新》（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主持国家教委优
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1项（《政治程序法研究》），参与中华社科基金项目3项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
项目1项，负责起草国家教委“八五”、“九五”、“十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共同主持教育
部重大研究课题2项，即《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与实践》、《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
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和国家统编教材10余种，主要有：《法学基本范畴研究》、《法哲学范畴研究》、《当
代西方法哲学》、《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主
编)、《新视野、新思维、新概念——法学理论前沿论坛》（主编）、《政治与法治－－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与法制建设的理论思考》(主编)、《法理学》（国家重点教材，主编）《法理学》（司法部重点
教材）、《法律社会学》（副主编）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
国内外学术理论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
有9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其中《法理学》（第二完成人）获国家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法理学的改革和建设”（第一完成人）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法学
理论研究生培养”（第一完成人）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法学基本范畴研究》获中国图书
奖，《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法理学》于1998年和2001年分获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张文显教授在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特别重视理论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实
践密切结合。
1989年以来，先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局、吉林省政府、长春市委提出多项立法
建议和咨询报告。
例如，《关于游行示威问题的立法建议》、《反腐倡廉，重在法制》、《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点思
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立法问题》、《国外公司对其海外分公司或派出机构的制
约机制》、《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文明》、《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高校法学研究的建议书
》、《WTO与中国法律发展和法学教育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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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立法建议和咨询报告被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或党政机关所采纳，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经常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法治方面的报告。
由于理论与实际结合，受到普遍好评。
据司法部有关专家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张文显是法学界论著被引用率最高的36位核心作者之一，并
排序在第四位。
 
  1987年被评选为吉林省优秀教师，1992年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确定为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94年被人事部确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8年被评选为吉林省首批省管优秀专家。
2003年11月5日，中国法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文显始终以科学地阐释法律原理、推动法学学科建设、更新社会法制（法治）
观念、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宗旨，开展法学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在国内学术界和法律界产生较大影响、并在国外法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学
术观点。
举其要者有：
(1)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方法论，法理学对法律现象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科学的法理
学体系应由法学方法论、法学范畴论、法律本体论、法律发展论、法律运行论、法律价值论、法律社
会论等基本内容构成。

(2)法在本体上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粒子构成的，法的全部运行过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轴心的，法的
价值是通过规定和保障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
因而，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分析单元，法学要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实践化，必须以权利和义务为基
石范畴重构其理论体系。

(3)前资本主义法是义务本位法，资本主义法是权利本位法，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从义务
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
权利本位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道德基础是承担和履行义务必须以享有权利为前提，经济基础是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平等交易和利益机制。

(4)法治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社会生活方式，法治社会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
文明、秩序、效率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

(5)由科学精神、市场观念、契约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和公民意识为要素的理性文化是
法治的文化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商品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
开展理性文化的启蒙教育，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
路。

(6)民法中的人权、物权、自由权和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利的原型，民法文化是民主和宪政的文化源泉
。

(7)政治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调整对象是各政治主体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行为、政治关
系以及政治权力的运行程序，其价值目标是实现民主与效率、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统一。

(8)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调整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构，实现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

(9)法律责任本质上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10)法律文化是法律现象的精神部分，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
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
 
(11)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在功能意义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

(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精神可概括为：权利本位与人文精神的统合，契约自由与宏观调
控的统合,公平与效率的统合,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统合。

(13)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包括法、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律发展、
法治等，法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权利和义务，基石范畴是权利。

(14)作为科学研究的“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
统；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基石范畴和核心理论
；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论坛、舞台；范式是
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
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权利本位范式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范式。
 
(15)知识经济是以人类知识精华和最新科学技术为基础，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为主导内
容的经济形态，知识资本、知识资源、知识权利、知识产业、知识创新、知识交易是知识经济学最基
本的概念，是经济运动的表征。
以上学术观点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深刻思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
革和法制建设实践，借鉴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其中有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论战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广泛认同,为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现任职务：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职务：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兼 职：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南京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国际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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