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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是什么?法的内容是什么?法的本质、功能和价值是什么?是一些看起来十分简单而又十分难以回答的
问题。
说它简单，是因为这些问题几乎是所有的法学入门者都必须首先学习，也都能说出一个子日的问题；
说它困难，是因为这些问题几乎是所有的法学家都感到十分棘手，甚至没有人能够自称并同时被大家
公认已经毫无疑义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历史上许多法学大师都从这些问题起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还没有一个法学家被公认穷尽了
对于法的解析与论说。
    从法是什么来看：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古罗马的西塞罗以及
著名的五大法学家，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近代的格劳秀斯、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直到奥
斯丁、庞德、凯尔森，乃至德沃金等人，无不关注这个问题，而且一直探讨着这个明知没有结论又要
无限追寻下去的问题。
20世纪中期，美国法学家庞德还一再思考“什么是法律?”或“法是什么?”①英国的著名法学家哈特
还写出了专门解析法律概念的著作，书名就是《法律的概念》，②他们对法的论述，为人类法学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灿若法学这一浩瀚星河中的点点星光。
     在中国，从老子、孔子，经董仲舒、朱熹，到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以及今天的法理学家，乃至
所有法学家，几乎都希望自己能在什么是法的问题上获得真知灼见，并对世人有所贡献。
对于法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法的问题，提出了种种解答方案。
或者供后来者参考，或者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新起点以帮助他们去继续那没有终结的探索。
先贤    们对于法的论述，像火炬一样照亮了人类法学理论的夜空，它们是一把把穿越历史的火炬，引
导和照耀着后学们一段一段的前进里程。
    我显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执迷不悟者。
积20多年的学习与研究概莫能离什么是法这一问题之左右。
我曾经尝试着给法下一个自我的定义。
①但是这依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它只是在中国关于法的若干定义之中较为独特地淡化了法的阶级性而已。
②我不敢肯定自己更接近了法的本质或内涵。
     从法的内容是什么来看：    法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但它最起码涉及法的分类等方面
的众多学说。
法的分类理论很多，具体的种类划分也特别复杂。
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公法和私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等等。
其实，这些对于法的划分是远不周延的。
因为这些分类都还是立足于或着眼于制度的法而作出的，忽略了法在存在方式上的观念、制度与现实
的三种形态。
这三种形态也是法的三个层次。
第一种形态或第一个层次，观念的法。
观念的法是抽象而普遍的。
社会大众可能不学习法律，但是只要他们生活在法律社会中，就会有法的观念，就有他们心目中的法
的“定义”。
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不能从理论上对法进行阐释，但是他们关于法的理解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影响着
他们的行为。
第二种形态或第二个层次，制度的法。
制度的法是明确而规范的。
它是以立法的结果状态存在的。
立法上，作为制度的法是规范而严格的。
制度的法都以具体的法典或判例作为存在载体，或者表现为成文法或者表现为不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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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具有规范的意义，都能够明确地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
在规范意义上，成文法与不成文法都是明确的，只是表达上具有差异，或因表达差异而有所区别。
作为制度的法，都是严格的。
即使有所模糊也是在有限幅度内的模糊。
其含义相对确定，不可随意变更。
第三种形态或第三个层次，现实的法。
现实的法是生动而变化的。
它存在于社会的现实之中，具体说来，存在于政府行政、检察活动、法官审判以及社会民众的社会生
活之中。
它通过具体的法律行为、法律文件、法律文书，乃至社会生活的现实来表达，是最生动的法、最富于
变化的法。
    从法的本质、功能和价值是什么来看：    随着时代的发展、法的发展，对于法的认识也要发展。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法的本质、法的功能、法的价值都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对于法的这三个方面的
认识——即本质观、功能观和价值观也应当得到更新。
这些问题早已引起了一些法学家的注意和重视，他们还作出了    许多精彩的论述，但是关于本质观、
功能观和价值观这样的最基本的认知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一些教科书还固守着早该抛弃的结论。
    在当代，法的意志本质是什么?在理论意义上，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
现。
一般认为其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批驳资产阶级用其自由、教育和法律等观念来为其所有制辩
护时，有过这样的论述：“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
法律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
条件来决定的。
”①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只是对资产阶级法律意志归属的揭露，并不是对所有法的意志归属
的结论；第二，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资产阶级法的意志归属的结论，也只是对阶级对立社会的法
的意志归属的揭示，也不是对社会主义法的结论。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最终消灭阶级的社会。
如果一直保持着完整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者完整的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就永远无法完成自己消
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使命。
从实践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时期法的意志本质在实践中恐怕也不能再归结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如果一    定要固守这样的结论，我们就必须回答出哪些社会成员构成了统治阶级，哪些社会成员构成
了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野何在，两大阶级对立与斗争的事实为何，我们对于
这种阶级斗争的立场与期待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社会的现实依据。
我国目前的法律，其本质属性，只能是也应该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法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我们一直将其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本质属性相联系，以为法是阶级斗争
的工具或者将其表述为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甚至认为法律机构就是专政工具，甚至将其形象地直呼为“刀把子”。
历史发展到现在，这一功能认识也同样必须被修正。
到了当代，中国法的功能也许应该被定位为社会管理的工具。
在现实社会中，法作为社会管理的手段，应该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实现社会和谐的工具。
其规范功能，包括指引功能、教育功能，以及社会功能中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都应当受到特别重视。
法的功能定位应该从阶级斗争工具转化为社会管理的工具。
    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从20世纪中叶以来的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直否认法有价值存在，甚至错误
地认为价值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学说。
似乎法根本就与价值无关。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及其改革目标都应当在于实现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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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与正义。
其实就整个法律来说，其价值目标也应该是实现和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
一个进步的社会，它的法律不是要不要公平正义的问题，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是否真
正地符合公平正义?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既有的对于法的价值的无知状态，科学地把握法的价值，推进法
学理论的进步，使法的制度及其实施最大限度地符合于公平正义。
通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最终促进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对这些基本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也许永远都没有绝对的定论，永无止境。
能对法是什么做一个相对合理的回答，能在宏观上对法的内容做些研究，能对法的本质、功能、价值
提出新的见解，或能在其中的某个领域有所发现，或能对某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获得
某些成果，实为不易。
我只是尝试着做了一些浅尝辄止的工作。
我所主编的《法学导论》和《法理学》①都已经数次修订再版，但无非是对法的基本解说。
我所写作的《法的价值论》不过是希望对第一种形态或第一个层次的法——观念的法作一些初步的探
索。
在法的价值论领域我已经出版了三个版别的著作。
一个是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法律价值》，法律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法的价值论》
，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法的价值总论》。
②我所主持编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小全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这也许是20世纪中期以来
，在中国内地由学者编注的第一部法律全书，也许可以算做我对第二种形态或第二个层次的法——制
度的法作的一些初步工作。
我所出版的3个版本的《法治国家论》、⑧初版的《法政治学》都不过是希望对第三种形态或第三个
层次的法——现实的法作一些思考。
在现实的法这一方面．法治国家的著作已有三个版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法治国家论》
，法律出版社2003年和2004年分别出版的《法治国家论》。
还有一部学术演讲录性质的《法治泛论》，是我学术演讲稿的集成；随笔文集《法苑抒意》则是在严
肃的学术写作之余偶尔为之的信笔记述或时事短评。
①现在将《法的价值论》、《法治国家论》、《法政治学》和《法苑抒意》集成一个系列出版，也许
可以构成一个粗略的整体，以后还会有新的著作列入。
几部著作跨度约20年，前后不断修订，其中的交错、重复和错漏繁多。
这些往复交错的文字，都不过是为了对法有一番言说。
在这三种形态或三个层次的法的研究中，我总是把自己在不同时期对于法的本质、功能和价值的认识
熔铸于其间。
形成了三种形态或三个层次与三个基本认识的交汇，逐步形成了本套丛书为代表的学术认知。
综观所有的著作或所有的论述，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于是就将我这套丛书命名为“法论
丛书”，借以表达我个人的学术见解。
    在不自觉与自觉、非理性与理性的人生旅途上，我与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法的神圣、神秘与神异，牵引我不断思考和探索。
之所以我能继续这些努力，老师的教导、朋友的关爱、家人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我愿意把这一论丛敬献给我的老师、朋友和家人。
是他们帮助我敲开了学术之门，使我由此远行。
不知道我能走多远，但我深知身后那期待的眼神。
为了那无限的情谊，我将努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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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与法律本来就是两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学科，将法律与政治的混同曾经导致了极为严重
的恶果，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用政治方式来解决法律问题，最终导致了法律的否定
，将法学演变成为时事政治和空头政治，本书重新梳理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思路，从理论上理清了这
两者的相互关系。
通过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的法政政策必将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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