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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讲堂:法理学》在充分尊重既有教材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体现更多的当前学术研究成果和走向。
全书根据法理论与法实践的关系，分为“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和“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两篇，进
而分别讨论了“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基本范畴”与“法律要素”、“法律实施”等内容。
全书注重知识性与思想性、可教授性与启发性、理论性与可实践性相结合，以更严谨的方式全方位呈
现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篇章体系、问题意识、知识结构，以进一步丰富当下中国的法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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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法学、法理学的概念 二、法理学的遭遇及其问题 三、法理学的学科定位 四、法理学的实践
价值 五、法理学的当代中国使命 六、法理学的学习思路与方法 上篇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 第一章法律
的概念 第一节“法”与“法律”的语义分析 第二节法学流派与法律的概念 第三节法律的特征 第二章
法律的基本范畴 第一节权利与义务概说 第二节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第三节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第三章
法律的合法性 第一节合法性概说 第二节合法性的基础 第三节合法性的实现条件 第四章法律的效力 第
一节法律的效力概说 第二节法律效力的判断标准 第三节法律效力的冲突 第五章法律的种类和体系 第
一节法律的一般分类 第二节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 第三节法律的历史类型 第六章法律的价值与作用 第
一节法律的价值 第二节法律的作用 第三节法律的局限 第七章法律的运行环境 第一节法律与宗教 第二
节法律与政策 第三节法律与道德 第四节法律与习惯 第八章法治及其构成 第一节法治概说 第二节法治
的构成 第三节法治国家基础理论 下篇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 第九章法律要素 第一节法律术语 第二节法
律规范与法律标准 第三节法律原则 第十章法律实施 第一节法律实施概说 第二节执法 第三节司法 第四
节守法 第十一章法律渊源 第一节立法立场的法律渊源 第二节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 第三节法律渊源与
法律发现 第十二章法律先例 第一节先例与遵循先例原则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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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应该说，就目前通行于国内的教材来说，关于古汉语中“法”的界定大体秉持的是如上观
点：法刑通用、平之如水、神判意蕴。
然而，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如上关于古汉语中“法”的界定并不全面。
如胡适就曾明确指出，古汉语中更为古老的“法”之语源应是“金”，他并从构词法的角度对之作了
这样的解释，“金，从人从正，具有模范之意”。
胡适的这个补正性说明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并且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如上认识的一个明显不足——按
照《说文》的界定，则“法”竟然没有“规范、模范”的面向，而这显然不能涵括现代汉语中“法”
的全部意蕴；同时，也不符合管子等人的如下认识，“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世之仪表也”，或云，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云，“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
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
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也”。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再在如上三点启示的基础上加一点启示，即第四，在古汉语中，“法”是一种规
矩、一种绳墨，它可以约束、规范“天下”、“万世”。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全然认可《说文》中关于古汉语“法”之语源的认识。
如蔡枢衡就认定，“平之如水”是“后世浅人所妄增”，不足为据。
更为准确的关于“漉”之部首“水”的认识应当是：它并非象征意义上的“水”，而是功能意义上的
“水”，指的是把违法犯罪者置于水上，任其随波逐流，实即“放逐”。
应当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认识可能比“平之如水”的界定还更贴切，因为它至少回应了古汉语
中法刑互证之特征；另外，就可查找的古籍文献来说，除了《说文》以外，我们也确实很难再在其他
古汉语资料中发现将“法”与“公平”对应的说法。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应证了蔡枢衡该观点的可信性。
 蔡枢衡氏的这个认识到底能否成立，当然暂且可以存疑，但其却清楚地提醒我们，关于古汉语“渡”
之部首“水”的认识，完全可以有其他的可能。
基于此，我们亦接着蔡枢衡的这种质疑提出一种新的关于“漉”之部首“水”的解说：如所知，“水
”固然有“平”的象征意义，但水同样也有从上往下的象征意义，所谓“水往低处流”。
考虑到从逻辑上讲，并没有什么先在而必然成立的理由排斥后一种关于水之象征意义（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古汉语中的“瀵”理解为一种从上往下贯彻的规范。
当然，之所以可以作这种推定，其理由还在于，这一界定与部分古汉语文献中关于法的认识相吻合—
—至少在先秦法家那里，对“法”的界定是有这个意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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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讲堂:法理学》既可作为本科生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及其他法学爱好者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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