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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内容概要

《别样的法律导论(第3版)》挑战寻常的法学导论。它主张，即使当法律自呈中立的情况下，法律本质
上仍是政治性的，并体现少数人的利益。《别样的法律导论(第3版)》将法律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
，并且批判地评价其在构建与维系一个全球化的且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中所做出的贡献。书中观点之犀
利，将很好地引发对法律在当代世界所起作用的讨论。《别样的法律导论(第3版)》第三版为这些论点
与21世纪之相关性，提供了一些当代例证。

Page 2



《别样的法律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律常识第二章  法律、秩序和现实第三章  现实性、人类学和纠纷解决第四章  创制法律、划
定财富和转化纠纷第五章  如何界定争议和如何理解世界第六章  女性及其从属地位第七章  父权制关系
和婚姻第八章  男性、女性、工作和法律第九章  法治的宽泛意涵第十章  合法性、国家主权和全球化第
十一章  平等与法治第十二章  重新检讨参考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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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编辑推荐

　　《别样的法律导论》将法律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并且批判地评价其对构建与维系一个全球
性且资本主义化的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别样的法律导论》包括下列内容：法律常识的分析；运用人
类学例证以获得我们利用与理解法律的外部视角；对诸如秩序、规则、财产权、争端解决、合法化和
法治等法律核心范畴进行审视；检视法律在女性附庸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最后批判我们的法律理解
对更广大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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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精彩短评

1、马克思主义特色的法学导论哦，还真的挺别样的，比我们教材有马克思味儿
2、一般新华书店买不到的法学理论专业书籍，网购是不错的选择。
3、“马克思认为，拥有自由但却被迫长时间拼命工作以维持生存，其本身就意味着这种自由的观念
是无意义的废话。”
4、有点难懂
5、读得不太顺
6、和批判法学内在批判（如法律的不确定性）不一样，这本书按照伯格和卢克曼的理论，将法律视
为社会建构的制度之一进行批判。值得一读。
7、非常有趣的法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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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精彩书评

1、1、�争议要具有法律意义，就是要把一个社会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2、�为了谁的利益，一种独特的秩
序得到了维护？我们确实很少能观察到一种社会模式，不通过秩序本身发号施令，就能使得一部分社
会成员生活得比其他人更安逸3、�制度具有强制力，因为他是现实的。制度要求我们扮演一些恰当的
角色，而这些角色是配合那种社会成员间互惠影响、互惠仿效状态的4、�银行的基本规则是不得“借
短贷长”，即不能指望用短期存款金来发放长期贷款，因为短期存款的随时提现会造成灾难性的后
果5、�银行引入浮动利息条款后便能用短期存款金来发放长期贷款6、�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风险常未
经评估或被低估7、�面向国家的贷款和国内贷款有差别 国家作为法人进行借贷（或者有时以法人资格
来担保此类贷款）。当国家难以支付贷款利息或者偿还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真正效
果实质上是通过削减补贴以及“压制国内需求”从最穷的民众那里强索偿付金额。这种“压制国内需
求”不过是使各种东西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穷人买不起的委婉托词，因此为使偿付贷款成为可能，穷
人们必须要遭受最多的苦难（继续支付利息要比偿付贷款更受鼓励） 事实是，贷款经常被不负责任的
发放出去，而借款国则不负责任的侵占浪费或窃取所借资金。当贷款不能正常支付利息时，那些从未
见过贷款的人则被要求承担偿付的责任。实际上，“尼加拉瓜”并没有借钱，而是尼加拉瓜政府中的
某些人或者独裁者在国家之法律人格的面纱下借了钱8、�如果人们控制自我需求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那么作为经济理性真正基础的会计学将完全支离破碎。会计学通晓 “更多”或“更少”的范畴，但
并不了解“足够”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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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章节试读

1、《别样的法律导论》的笔记-第121页

        因此，结局是，国家必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实施调整”，否则将失去为维持运作和支
付必要进口而能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资格，但是，基本上由该国民众中最贫困的部分人口为
这种调整买单，因为他们失去了可用来购买食品、教育和服务的社会补助。故而，解决穷国债务的奥
义在于，尽管最贫困的民众无法从政府所借贷款中获取任何好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却要求
他们为使其国家债务可偿还而做出牺牲。甚至更极端地，这些民众不仅经常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他
们的处境由于所借的贷款实际上进一步被恶化，因为它们所推进的工业化使得农民的生活甚至更朝不
保夕。当国家难以支付贷款利息或者偿还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真正效果实质上是通
过削减补贴以及“压制国内需求”从最穷的民众那里强索偿付金额。这种“压制国内需求”不过是使
各种东西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穷人买不起的委婉托词，因此为使偿付贷款成为可能，穷人们必须要罹
受最多的苦难。⋯⋯那些未见过一分一毫贷款的人则被要求承担偿付的责任。为什么这种情形没有被
普遍认为是绝对荒谬的呢？答案当然存在于我们做出的诸如“尼加拉瓜借了钱，因此尼加拉瓜必须偿
还这笔钱”等陈述的能力上。我们可以看到，“尼加拉瓜”并没有借钱，毋宁是尼加拉瓜政府中的某
些人或者独裁者在国家之法律人格的面纱下借了钱。

2、《别样的法律导论》的笔记-第9页

        秩序被标签为常态，而失序被标签为变态。真是如此么？一种大相径庭的思路提示我们，并不是
失序本身成问题，而是关于秩序的观念有问题。如果绕开探求为什么有些人变成了罪犯，为什么有些
人变成了神经病患者，为什么有些人变成了（或者天生就是）同性恋，转而去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
是罪犯，是什么界定了我们中的大多数是神志正常者，又为什么异性恋应该被视为正常而同性恋就不
正常，这样，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出现了。荒岛模型在制度方面的最高成就应该得到褒扬，即虽然社
会是由人民创制并维持的，但人们能体悟到社会乃是在个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且这种客观实在反过
来会创制和形塑个人。社会秩序在原初意义上，并非来自规则、法律和制裁，社会控制其实原初根植
于社会共享的现实性。社会秩序，当然，还包括社会控制，在原初意义上，都仰赖于社会现实性的客
观存在，而这种客观存在又反过来仰赖于机构、制度所形成的天下，机构、制度的每一部分，都有自
己的历史，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并且对于社会成员而言，都反过来显得具有客观实在性，当然事实
上确实也具有驱使人们的强制力。这样，我们就会把法律看做是社会控制系统，而不太重视这里提到
的这种共享社会现实性的成分。

3、《别样的法律导论》的笔记-第64页

        财产从何而来呢？非因男女结婚而来；非因机器制造而来；非因“生产过剩而来；非因喝酒或偷
懒而来；非因“人口过剩而来”。它，乃因私人垄断而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机制。能垄断的，他们
全都垄断了；他们垄断了所以的土地，垄断了地下矿藏，垄断了地表灌溉流水。阳光和空气到现在之
所以幸免，只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无能为力。如果能建造些巨型气罐，能把全部空气吸在一起并压缩在
里面，那早就那样干了，那样的话，我们就要被迫为他们工作，赚钱，然后买空气来呼吸。还有啊，
如果这些表面上不可能的事在未来真的成真了，那你将看到千万人因缺乏空气而垂死——或者因缺乏
买空气的钱而垂死——就像今天千万人因缺乏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垂死一样⋯⋯正如你们现在认为的，
少数几个人拥有土地、矿藏和水流，是正当的，而这三者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就如同空气。在一种完
全相同的精神指引下，你现在可以说：“那是他们的土地”，“那是他们的水流”，”那是他们的煤
炭“，”那是他们的铁矿“，那么你也可以说”那是他们的空气“，”那些是他们的气罐群，像我们
这样的人，如果什么也不付出的话，有什么权利指望他们允许我们呼吸呢？“（The RaggedTrousered
Philanthropist,Robert Tressell,1965, P163-164）

4、《别样的法律导论》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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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法律导论》

        做一位不快乐的苏格拉底，比做一头快乐的猪，向来都是更好的选择。把法律当做载于书本，并
且是由可发掘出的规则组成的实体，这种观念直指我们法律体系的一个深远特征，正是这一特征造成
了法律和日常生活、社会条件的脱节。规则群，或者叫法条群，这种脱离社会条件的东西，却被要求
用来解决纠纷。法律，就是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
                  法律，就是我料到你现在知道的那样，
                  法律，就是，还是让我再解释一下吧：
                  法律，就是法律。（1966，WH A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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