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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学科，也是法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在法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本教科书由导论和5编构成，即法的本体、法的结构、法的运行、法律方法、法治国家。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关于法学，特别是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第一编法的本体，以法律的性质和定义为
中心，阐述法律的&ldquo;元&rdquo;问题或根本问题；第二编法的结构，主要讨论法的现象及其技术
性构成；第三编法的运行，主要讨论现实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机制和原理；第四编法律方法，着重分
析介绍法律职业者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思维方式；第五编法治国家，主要介绍法律
制度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与我国法治建设相关的制度变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这本《法理学》教科书的结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法理学教科书的实用性，使学生能够通过法理
学的学习，提高自己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则试图强调理论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和实践意义。
同时，这种结构安排也试图更好地覆盖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要求》中
有关法理学部分的要求，体现法理学教学的最新进展。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应注意：　　第一，可以参考教材中的注释部分，酌情为学生提供教学背景资
料；　　第二，可以围绕法律职业及其思维特点展开法理学教学。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　　第一，对于有兴趣进一步研究法理学相关问题及学术前沿问题的
学生，注释部分可以提供信息索引；　　第二，本教科书有意强化法律职业技能和思维，学生应该注
意通过法理学的学习，完成从大众思维向法律思维的转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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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洪义，浙江宁海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
长。
主要著作有《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法律与理性》、《法与实践理性》与《法律方法讲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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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学是以法或法律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
①每一门?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们一般也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区分不同学科的。
因此，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
法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首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具有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一般属性。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即以人的世界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门类。
与之不同，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然，从而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那么，社会科学的
目的则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了解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了解人自身，从而使人类能够幸
福、快乐地生活。
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人类发展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提供各种知识的学术门类，哲学、历
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法学等均是如此。
法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必然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密切关系，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前提、
基础和目的的，是直接以人为目的的，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属性。
由此，人们注意到，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像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单一、确定、稳定、具有可重复性。
社会是由具有思想活动能力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的，而且人的思想能力是伴随?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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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第3版)》：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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