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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作者从事法理学教学和研究逾二十年的心得，精心写就而成。
全书分为原理篇、价值篇、运行篇、法治篇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法的基本理论、法的价值理论、法
的运行理论以及法治国家理论，对重要理论问题追根溯源，探求究竟；亦不忘介绍相关背景、学说争
鸣，保证理论的连贯性和体系性。
在深入讨论法和法学现象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帮助学生深化对部门法的理解。
    本书可以作为法科高年级学生学习部门法之后，再作理论提升的法理学课程教材；也可为那些对法
学已有所涉猎或领悟的非法学专业的读者，提供一些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学思维训练；还可以帮助普通
读者提升关于法律与法治的理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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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卓泽渊，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和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1963年生于重庆市长寿县；1980年至1984年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
至1990年在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再度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编　原理篇　第一章　法的演进　第二章　法的功能　第三章　法律文化　第四章　社会主
义法第二编　价值篇　第五章　法的价值概述　第六章　法与生命　第七章　法与自由　第八章　法
与平等　第九章　法与平等　第十章　法与秩序　第十一章　法与公正　第十二章　法的价值冲突第
三编　运行篇　第十三章　立法　第十四章　法的适用　第十五章　法的遵守　　第十六章　法律监
督　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第四编　法治篇　第十八章　法治概念　第十九章　法治理念　第二十章　
依法治国　第二十一章　法治国家　第二十二章　法治与科学发展　第二十三章　法治与和谐社会后
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编 原理篇第一章 法的演进法从其产生以来，就不断地变化发展。
这些变化发展构成了法律进步的历史轨迹。
法律是一个存续了几千年的历史现象，它从过去走来，并在向未来走去，把握法的演进的历史脉络，
是对法律进行理性认识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法的演进规律检索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法的演进有其客观的规律和主要的形式。
法律演进的规律和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法的演进的基本规律人类的法律经历了从野蛮向文明，从身份向契约，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
从人治的法向法治的法的历史演进。
对这些基本的演进规律的了解，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
（一）从奴隶制法经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向社会主义法演进并最终消亡人类从原始社会中走来，最
初建立的是奴隶制法。
如果没有偶然因素的介入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类的法律就将沿着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
社会主义法的历史类型前后相继地演进。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法的历史类型的演进理论。
这是对人类法律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总结，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法律都会无一例外地经
历每个阶段。
它所揭示的是法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由于不同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与偶然性，这一演进的规律在方向意义、趋势意义上是确定的
，在具体的历史环节中却是多样的。
人类的法律从原始社会末期萌芽，在奴隶制社会形成，以不同的路径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法，走
向法的最终消亡。
（二）从相对野蛮向相对文明演进法律本身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
它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但是野蛮与文明是相对的。
一定阶段的文明或者文明的现象，在与另外一个相对物相比较的时候，它则可能是野蛮。
尤其是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社会现象，相对于其前的同类社会现象也许是文明的，
但是相对于其后的文明发展也许就是野蛮。
法律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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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教材是写给法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同学的。
它可以作为法学本科同学在学习了《法学导论》和相当多部门法学课程之后，再作理论提升的《法理
学》课程教材。
老师们以60至80课时讲授之为宜。
这部教材也是写给那些对法学已经有所涉猎或领悟的非法学专业的读者的。
它通过对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可以给这部分读者一些法学理论知识和
法学思维训练。
这部教材还是写给那些希望增加法学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们的。
相信，法理学与政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相通性、相融性，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关于法律与法治
的理论认知，或者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块他山之石。
这部教材也是写给对法学理论具有学术旨趣的朋友的。
其中虽然特别注意了作为法学公共理论的法理学教科书的性质与定位，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内含着大量
的学术性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认知。
这部教材是与我个人此前写作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法学导论》相并行的。
因此，《法学导论》一书中已经论及的内容在这一教材中不予重复。
但是由于它与《法学导论》有着不同的教学任务与学科分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读者完全可以
分别使用，而不必顾虑是否一定要一起阅读。
这部教材是我从1984年以来，从事法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心得的一个展示。
由于它是一部教材，所以写作中更充分考虑了国内目前普遍的学术共识，并将中国大陆法理学教材和
教学中现有的具有普遍性的教学内容，作为了本书内容设置的根本依据，本书也尽最将所论述的理论
保持在比较公允的范围之内。
对于完全属于个人的而又远别于学术界共识的学术见解，本教材一律加以严格约束，尽我所能地不予
论及、阐述。
可以说一方面它表现了我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尊重了法理学界的共识。
我之所以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个人的学术偏好，最根本的恐惧是怕误人子弟。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
它的一切都中规中矩。
这只是一种努力，一种期待。
至于完全个人专著性质的法理学是否能够再出版，那就要看未来的学术机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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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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