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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努力实现法学方法和方法论理论体系与法学理论体系的统一，其每个理论
体系的内容和架构，均为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而这两个理论体系的融合，能够体现作为一般理论的
法学方法和方法论的体系化。
《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论证的学科一般理论，具备了“三基四性”（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科学性、准确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
《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既可作为科研工作的参考，也可作为高校政法院系《法学方法论》课程的
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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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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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法的具体上升到抽象 1—2—1抽象是对法具体的改造制作 1—2—2法学范畴体系的形成 1—2—3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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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1—1下定义方法的重要性 在加强食品标准监管的要求下，某管理机构为给馒头制定行业
标准，特对“馒头”定义如下：“馒头，是指圆形、奶白色、一定体积和重量的面粉制成品。
”这里的问题是：“圆形”是在形状上的限定，试图与蒸糕、窝头等区别开，可包子、面包也都是圆
形的；“奶白色”是在颜色上的限定，试图与加入其他颜色的掺假辅料做成的馒头区别开，可荞麦馒
头、可可馒头等也不能不称为馒头，但它们并不是奶白色的；“一定体积”是在个头儿大小上的限定
，试图防止缺斤短两现象，可大馒头、小馒头都是馒头呀；“一定重量”的限定无任何必要，因为世
界上没有重量的馒头是不存在的。
何以如此郑重地下定义却未能研究出一个正确的定义来？
看来，馒头的定义人不懂得什么是定义，也不懂得怎样下定义。
 所谓下定义，就是要求揭示被定义项的本质属性和被定义对象与其他对象相区别的特征。
揭示这两点就是下定义，下定义就是要解决“这一个”是什么。
譬如，下飞机后确定接机人，就要识别来接你的人同其他接机人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手里拿报纸的人”，同手里没有拿报纸的人区别开；进一步限定，“手里拿《法制日报》的人”，
同手里拿其他报纸的人区别开；如果还存在手里拿《法制日报》的人的情况，还要限定“左手拿《法
制日报》的人”。
这样下来，“这一个”的本质属性便一步一步被认识了。
下定义，就是先把认识对象从一系列对象区别开，在此基础上，在下一步抽象中揭示认识对象的本质
属性。
在每一定义中，“被下定义”的概念，是需要揭示其内容的概念，而揭示被下定义概念的对象内容的
概念，是“下定义”的概念。
 在法学研究的好多场合，都是需要下定义的。
譬如“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句很普通的话，就需要给“前科”下定义。
“前科”是指此前受到过法律处理。
没有受到过法律处理的人，不能指称有“前科”。
有一个案例，某人因邻里纠纷动手打人，被派出所带去了，警察说他有前科。
这个“前科”，是此人曾经因为在车间休息时玩扑克牌赌输赢，被企业领导训斥过。
行政训诫和处理不是“法律处理”，因而此人不存在“前科”问题。
这位警察是在不懂得“前科”含义的情况下给“前科”下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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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作者刘瑞复编著的努力实现法学方法和方法论理论体系与法学理论体系的
统一，其每个理论体系的内容和架构，均为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而这两个理论体系的融合，能够体
现作为一般理论的法学方法和方法论的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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