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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写作时，我们正在法律实践，由此正在支持或反对社会的某种利益&hellip;&hellip;而如此理解
，缘于法学知识其实不是也无法成为科学化、中立化的知识系统，相反，其注定是或张扬或隐蔽的立
场化的知识主张。
进一步，需看到，法学知识完全可能通过&ldquo;一个知识权威压抑其他未被认为是权威的知
识&rdquo;的方式，消灭实践中或许地位同等的另外法律主张的需求、愿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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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星，北京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已出版《法律是什么》（修订版
，2009）、《一种历史实践》（2007）、《有产阶级的法律》（2007）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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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般看，阅读这样一类“法律知识”，我们通常会认为，其为“理论中”的法律知识的描述
。
这种描述，既属于对历史及现实中的民事证明责任的概括和分析，也属于对其中的规律、特征的把握
和提炼。
其亦可成为后来人们学习“举证责任”知识的一个对象。
此外，我们通常会认为：这种理论中的法律知识，因其对“自身规律”的把握和提炼，主要目的在于
类似自然科学以瞄向对象的剖析，故无明显的“当下的实践参与欲望”，即没有明显的“当下实践立
场”的表达和宣扬，其动机，主要在于“法律知识的学术生产”。
并且，其以学术话语作为表达方式。
而更重要的，其是“客观”、“中立”的。
广泛说，法学中，类似的知识描述非常普遍，并且均不约而同地默认作为一般知识传播的上述“自我
特征”。
当然，我们通常又会认为，获得这样的法律知识，其目的并非仅为了“认识”、“理解”，并非仅为
了知识的“客观”、“中立”的表达；在“认识”、“理解”之后，法律知识还可作为一种理论话语
来指导现实中的法律操作。
它们的确来自实践，揭示实践中的“实质”，但又高于实践，又将返回实践中指导实践。
如上述“证明责任知识”的阐述者即认为，在中国的民事证明责任实践中，应注意具有自身规律的“
证明责任认识”的指导意义，否则，这类实践，便会出现怪异状态，且对实践本身非常不利，而怪异
状态如：1.当事人提出事实，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2.当事人一动嘴，审判人员便跑断腿；3.法院调
查取证，律师阅卷、对法院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并提出问题。
在其他理论化法律知识的描述中，人们一般同样会发现类似的“指导现实法律操作”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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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知识如何实践》：法学知识的秘密在于其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发现秘密，意味着应追究法学中“科学”、“中立”的修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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