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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理学原理》是为大学三年级的法科学生编写的教材。
自2006年起，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课程划分为“法理学导论”与“法理学原理”两门，分别于大学一
年级和三年级开设。
本书即为大学三年级法理学课程的进阶性教材。
正因为如此，本书更加关注法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于《法理学导论》未尽之处着手，试图展现晚
近法理学之发展。
　　本书由四编内容组成：法概念论、法规范论、法学方法论以及作为余编的法律价值。
其中，法概念论编处理法律概念的基本争议，试图在不淹没法律思想史论证之丰富性的基础上，以相
对简要的方式呈现法律概念的基本立场。
法规范论编关注法律这种规范性的存在，以便展现法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规范的不同类型所具有的理
论意义。
法学方法论编围绕法律的实践问题展开，以同时关注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方式，追寻得出恰当之判
决的基本条件。
作为余编的法律价值试图重新思考有关法律价值的争议，在确认法律价值存在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
基础上，为法律的价值冲突提供基础性的解答方向。
以上各部分关联密切：法概念论通过将法律视为整体，来解说法律概念的可能立场；法规范论以内在
的视角，追寻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和具体规范形态；法学方法论则从法律的动态出发，寻求法律的实践
意义；法律价值通过将法律与道德并处，以便寻求法律与道德的耦合与区隔。
凡此种种，莫不与法律的整体形象关联在一起，它们结合起来，就提供了一个有关法律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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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原理》由四编内容组成：法概念论、法规范论、法学方法论以及作为余编的法律价值。
其中，法概念论编处理法律概念的基本争议，试图在不淹没法律思想史论证之丰富性的基础上，以相
对简要的方式呈现法律概念的基本立场。
法规范论编关注法律这种规范性的存在，以便展现法律的规范性以及法律规范的不同类型所具有的理
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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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母起诉到法院，法院依据“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之规定，判处A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尽
到自己的赡养义务。
除了相关的、规定赡养义务的法律规定之外，法官还引用“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类的道德
原则，进一步强调孝顺的道德义务性质。
法官之所以做这样的引述，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孝顺父母”之道德义务是“赡养扶助父母”之法律
义务的来源，进而将法律约束力建立在道德约束力的基础之上。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将法律义务视为某种特殊道德义务的看法者艮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与人们
的经验经常性地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混淆而不是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成为通常的做法。
并且这种看法也具有一定的理由基础，因为如果法律与道德严重对立的话，法律自身的基础恐怕难以
稳固，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动摇。
然而，在某些情形之下，常识又向我们展示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重要差别：很多法律上的要求可能与
道德无关，如审级制度；而很多的道德要求也无、法最终体现在法律之中，如赡养的道德要求中包含
的对于父母的心理上的慰藉又很难体现在法律之中。
其中的关键可能在于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果并非必然等同，因为法律评价的结果是“合法”与“
违法”，而道德评价的结果是“好”与“坏”，只有在证明“好一合法”与“坏一违法”两个等式的
基础上，才能得出“法律义务来自于道德义务”的结论。
根据一般经验，显然上述两个等式难以成立。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律义务并非来自于道德义务呢？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将是有关法律概念的主要争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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