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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乃法律思想之凝结，殊难以教材形式编写之。
从根本上讲，法理学思想散见于历代思想家们的论著之中，而一切所谓法理学教材只不过是对这些论
著之思想的复述和整理。
自然，本教材也是这样一种复述和整理的产物。
尽管如此，我们这些编写者们仍然不敢对法理学之题材有丝毫的怠慢，而尽力以专业的标准对待法理
学所涉及的论题。
    这样一种追求也许并没有完全顾及学习者的兴趣。
一切初入法理学之门的人均渴望法理学极尽简明，要求作者删繁就简、抽丝剥茧，透露思想之光点。
实际上，历史上只有那些在思想和文字上均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满足我们的些许愿望
。
比如，本人心仪的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曾在1945年为海德堡的学生写过一篇不足千言
的短文《五分钟法哲学》，以优美的文字将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精义作了经典的表述，一时引
为楷模。
我辈资质远未及此等境界，欲以五分钟之限说尽法理学之学，恐怕亦甚为困难。
不如退而守拙，尽力以平实手法呈展专业知识和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作者简介

舒国滢教授，男，1962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随县（现随州市）。
1979年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1986年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法律系法理学教研室工作。
1993-1994年获中国政府奖学金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法哲学和法社会学。
1995年首批入选“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美学。
精通英语和德语。
舒国滢教授长期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授课工作，先后讲授《法理学》、《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西方法学名著选读》、《现当代西方法学专题研究》、《法学方法论》等课程，培
养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15人，招收博士研究生5名。
其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授课模式，授课内容深入浅出、高屋建瓴，深受学生爱戴。
200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期间，经过学生评选和学校遴选，其分别获得“最受学生欢迎的
青年教师”称号和“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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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学基本概念第一章　法第一节　法的概念一、研究法的概念的重要性有关法的概念的讨论
，其目的就是为了回答“法是什么”的问题。
在历史上，法学家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法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极
为尖锐的对立，以至于难以寻找到一个公认的、相对一致的法的概念。
另一方面，有关法的概念的研究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原因在于：其一，我们必须注意，法是利益
关涉的，它对于人们的行为、利益等可能产生影响，因为它会引起有关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
比如，在刑法领域，何种行为属于犯罪，属于何种犯罪，都将会引发不同的法律后果——或者表现为
对自由的限制，或者表现为对生命的剥夺。
即使是在民法领域，义务和责任的设定同样会使法律之下的行为丧失任意性的特征。
而且，将何种规范视为法律意味着这些规范将获得由国家机构采取强制手段加以实施的效果。
因此，对于“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扩大或者缩小法的范围，进而对人
们的行为附加不同的法律后果。
故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给予慎重的对待。
而在其他领域，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道德”之类的科学问题，其回答虽然同样会引起不同的
行为后果，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后果缺乏法所具有的强制效果，因此很难像法一样对行为和利益带
来重大的影响。
对于“什么是化学”、“什么是物理”之类自然科学的定义问题而言，即使存在争议，也不会直接引
发有关人们行为及利益的变化。
但是，对“法是什么”的认识和界定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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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第2版)》将社会主义法的部分内容作了较大调整，重在运用法学基本理论指导法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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