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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为研究生专门编写的一套教学用书。
研究生是否需要教学用书？
研究生教学活动中采取教学用书的做法是否会束缚研究生的思维？
是否会影响教师开展更加具有创造性的研究生教学与培养活动？
研究生教学用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面对并且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尽管这些问题尚有争议，但是我们仍然选择了启动研究生培养改革项目。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张、专业学位的发展、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增加，随着知识的膨胀与研
究成果的不断更新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标准的变化，越来越需要有一种能帮助教师与
研究生及时对话、沟通信息的渠道，同时为研究生展开思考与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指引的工具。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几点想法，希望与同行共享：一、研究生教学用书依然具有教学用书的特
点。
研究生教学用书应当是个什么样子？
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有的学者理解，编写教科书，是一门学科里的学问臻于成熟、教学自成体系的显著标志，在某些时候
，也是创建、恢复或移植学科体系的便捷方式。
本科教材就给很多人这样的预期：教材是通说或定论的载体，是理论大厦的地基，是知识宝库的钥匙
。
我们认为，尽管研究生教育的知识深度有所不同，但是研究生培养仍需承载类似的任务，研究生教学
用书仍应具有这种功能。
有鉴于此，系列用书将充分正面肯定各个专业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适当阐述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
体系。
读者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有望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现状形成一个较为便捷、全面、
系统、权威的把握。
二、研究生教学用书要充分体现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凸显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与规律。
研究生培养不同于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书也不同于本科生教材。
通常的教材编写惯例与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甚兼容。
有的院校坚持“百花齐放”，不统一使用研究生教材；有的院校则慎重出版了具有特色的研究生教材
。
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研究生教育素有专题、互动、讨论、指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等经验，以更加个性化的方式与创新
思想、创新知识、创新技能培养目标等为核心介绍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强调教学内容的
创新价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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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伦理学和法学的研究视域中，对于法律伦理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法律伦理学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新兴交叉学科。
虽然道德和法律的思考自古有之，但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国家，由于其所面临的
时代课题不同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各具不同的特点。
    在法律科学技术性领域发展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面前，人们不得不驻足思考科学上的可能与伦理学上
的应当、法律上的正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道德如何通过价值这一纽带或中介，合法地、逻辑地进
入法律领域?这又引发人们对体现社会的某种善恶观念，并以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应当和理性
为取向，进行善与恶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评判的法的价值性领域的审视。
法的价值性领域告诉我们，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需要体现道德上的公正。
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方式和手段，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确乎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
学与法哲学的内涵，几乎涉及公平正义、伦理道德、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全部问题的本质。
在法的技术性领域，必须由法保证底线的伦理。
而法要彰显自身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又离不开人类伦理理性的支撑。
伦理是基础，法律是保障；有伦理而无法律，则伦理有时会失其作用；有法律而无伦理，则法律有时
亦会苍白无力。
因此，在法的技术性领域，两者应该相辅为用，不可偏废。
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律伦理学基础的同时，关注本民
族时代的法律精神和伦理精神、法律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传统，努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学
理阐释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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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门规范科学，这无疑才是法学和伦理学交接的最本质的结合点。
虽然同为规范，但在社会生活中伦理和法的调节方式与作用却是不同的。
伦理的规范是一种“软调节”，它主要诉诸人的内心信念和道德自律；而法的规范是一种“硬调节”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强制力量。
法保证了底线的伦理，而伦理对于法的公平正义和正确实施，发挥着价值导向和实践评判的巨大作用
。
因此，在法律伦理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我们赞同学者李建华的观点：“法律伦理学的侧重点是伦理
学。
⋯⋯其侧重点是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诸如立法的道德依据、法律的伦理蕴含、司法的道德要
求、守法的道德基础等。
⋯⋯因为首先起源于道德的公平、正义、利益、秩序、自由、平等等价值昭示的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
治理的理性追求和终极目标，要做到法为‘良法’及实现法治，人们的法律行为就必须具有道德基础
和伦理内涵。
”①此外，我们还认为，从属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法律伦理学，应该是以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向法学领
域的延伸和交叉，而伦理学所具有的价值科学的独特个性，以及其与法学所共有的规范科学的特点，
正是我们对法律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定性的立论依据。
本书的宗旨就在于探索构建这样一门属于伦理学体系，归类为规范伦理学的法律伦理学的独立学科。
（三）法律伦理学具有应用规范伦理学性质，但又不等同于法律职业道德规范伦理学可以分为普通规
范伦理学和应用规范伦理学两种。
本书认为，法律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是将伦理学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实法治生活中而产生的
一门学科。
但是，法律伦理学不能局限于对“应当”的谋划，或者仅仅着力于对规范的构思和提炼。
因为对社会法治生活的道德思考，以及对社会法律现象中所折射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反观，尤其在
价值多元的现状下，最终还是离不开以伦理学自身具有的价值特质，去努力寻求和统一关于人的行为
选择、善与正义的价值内涵的共识。
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法律伦理学才可能架构起自身的理论框架，同时在应用于社会法治生活实
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时，使伦理学理论本身也受到客观的检验。
法律伦理学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职业道德。
在西方，狭义上的法律伦理学专指法律职业道德。
实际上，法律伦理学与法律职业道德还是有严格区别的。
作为一种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主要研究法律职业伦理的一般原理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法律
职业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具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和法律职业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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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伦理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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