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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法学基本课程教材：法学原理》是以基本法律理论和我国主要法律部门为内容的法学基
础教材。
《新世纪法学基本课程教材：法学原理》的编写立足于普通高校课程设置情况，并从理论性、系统性
、实用性角度出发，改变了以往法学概论类教材偏重制度介绍的编写倾向，突出理论性与制度性相结
合的知识框架，并处处融合我国最新的立法精神与内容。
在形式上，《新世纪法学基本课程教材：法学原理》于章前设置内容提要与重点问题，于章后设置延
伸阅读书目与思考题，体系清晰，语言简练，适合非法律专业的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学习使用，也可
供具有本专科同等学历者进修自学培训之用。
　　本教材的特色：　　★用直观形象的图片、表格诠释深奥的法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通过丰富的资料和启发性的思考开启读者的智慧之门，在扩大阅读视野的同时，引导读者探寻法律
的奥秘：　　★穿插生动的案例，将抽象的法律知识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可提高读者的实践分析能力
；　　★本教材的读者不限于法律院校的师生，其他研习法律或者对法律感兴趣的读者均能从中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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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君主制的国家，这种法律的权威是借助于君主的权力来推行的，在民主制的国家，国家的权力
和意志可能是借助于民众的意志来推行的。
例如，卢梭则认为法律应当是“公意”的体现。
按照这种说法，谁掌握国家权力谁就可以制定法律，谁就可以不受约束地、任意地制定法律。
显然，这种学说虽然是对某些社会历史事实的概括，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理论无法回答为什么主
权者的命令就可以成为法律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关于法律起源的理论缺乏合理性，不符合现代社会
人们对于合法立法的社会要求和愿望。
　　（三）社会论　　社会论主张法是一种社会现象，要认识法，就必须站在法和社会相关联的角度
来阐释法，因为法的本质蕴藏在社会之中。
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法律的本质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可以是历史的视角、人类学的视角、
文化功能学的视角等等。
社会论的总体观点是，法律的本质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法的成长与变迁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的、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作用于法的历史变迁过程。
‘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就主张，法的内容同一个民族本身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因素，法
律就同语言和风俗习惯一样，是缓慢变化和自发发展的。
法律的特点同一个民族的个性紧密相连，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是该民族的“民族
精神”的必然体现和社会历史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个国家的法体系，就是该民族精神长期、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作用的结果。
　　人类学家们往往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差异性角度来认识法律。
如著名人类学家吉尔茨就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法学和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
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
法律是不同时间、空间、阶级和社会背景下，在不同生活方式下产生的关于人类生存与处理纠纷的不
同认识和知识，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普适的、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共识的规则。
世界各地的法律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是有差异性的而非无差别的统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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