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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前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秋季开学后为研究
生开设法理专题课。这门课的特点是，多人讲授，不用教材，每人讲自己最拿手的或正在从事的研究
。如此便不拘泥于照本宣科，不仅学生，连那些平素埋身书斋案头、不大登台授课的学者，对这门课
也是喜欢的。年复一年，讲稿渐成论文，论文亦作讲稿，教学相长，蛹蚕互变，一朝化蝶，便成就了
这部讲义。本书成稿历时十余载，撰写人都是正在或曾在法学研究所工作或学习的学者。起初我们是
想编一部供研究生使用的高级法理学教程，借此把教学活动“规范”起来。后来才发现，尽管每门学
科皆有不变之理、不易之道，但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一如历届学生对这门课的感知和需求，是生动
活泼、丰富多彩的。编书好比摄影之于流川行云，只能起到一时”定格”的作用，大可不必削适成“
统编”教科书的模样。或许也只有这样，才真的有助于学生们窥得学问门径、明白其中就里。再说，
这些学者本来就未必是为了给特定的学生们“授业解惑”而研究学问，“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可不听
”，当然更不必为帮助学生应付考试而将就敷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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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内容概要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位法律学者历时十余载，精心
打造的中国本土法学经典著作、法理学高级教科书。全书除绪论外，共四编四十二章。第一编从语义
、规范、道德、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性别卜个视角，讨论认识和理解法律的基本
观念和方法。第二编从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权利、民主、法治、分权、宽容、宪政十个主题，
分析现代政治和法治实践必须坚守的价值和原则。第三编从宪法、立法、司法、法律体系、法律程序
、法律职业等方面，考察法律产生和运行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第四编梳理中西法律思想以及中国的民
本、法治、近代变法等思想脉络，展现古今法律思想的演变历史。《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
问(套装上下册)》体现了作者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探寻和开拓中国政道法理的学术努力，既可用
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教学，也适合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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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作者简介

主编夏勇，法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主编胡水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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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书籍目录

目录(上)
绪 论
什么是法理学？/ 夏
勇
第一编 观念和方法
本编概说
第一章 法的语义分析 /
胡水君
 第一节 法理念与文化认知
 第二节 刑与名
 第三节 法与名教
 第四节 法的名与实
第二章 法的规范分析/
吴玉章
 第一节 法与命令
 第二节 法与规则
 第三节 法律规范体系
第三章 法的道德分析/
邹利琴
 第一节 法律理论中的“道德”概念
 第二节 法与道德的关系
 第三节 关于法与道德的不同理论
 第四节 法与道德的几个问题
第四章 法的政治分析/
胡水君
 第一节 作为政治附属物的法律
 第二节 作为政治制衡器的法律
 第三节 法律的权力结构
第五章 法的历史分析/
谢鸿飞
 第一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界定
 第二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理论谱系
 第三节 法的历史分析的意义和局限
第六章 法的经济分析/
钱弘道
 第一节 法的经济分析概说
 第二节 法的经济分析实例
第七章 法的社会分析/
谢海定
 第一节 外部的科学分析视角
 第二节 法与社会的联系
 第三节 法的社会分析方法
第八章 法的文化分析/
刘作翔
 第一节 文化与法
 第二节 用文化的眼光看法律
 第三节 作为一种文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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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第九章 法的宗教分析 / 高全喜
 第一节 法的宗教维度
 第二节 政教分离原则
 第三节 法与宗教的关系
第十章 法的性别分析 / 黄
列
 第一节 女权主义的法律观
 第二节 女权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第三节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二编 价值和原则
本编概说
第十一章 正义 / 胡水君
 第一节 正义的基本问题
 第二节 正义的种类划分
 第三节 法律与正义
第十二章 自由 / 高全喜
 第一节 自由观念与法律
 第二节 作为政治和法律权利的自由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主义
第十三章 平等/ 陈欣新
 第一节 个人平等
 第二节 阶级平等
 第三节 政党平等
 第四节 民族平等
 第五节 性别平等
 第六节 法律平等
第十四章 人权/ 赵雪纲
 第一节 人权及其论证
 第二节 人权思想和人权制度
 第三节 人权在中国
第十五章 权利 / 夏
勇
 第一节 权利的基本问题
 第二节 权利的分析哲学
 第三节 权利的价值哲学
第十六章 民主/ 邹利琴
 第一节 民主的概念
 第二节 民主与反民主理论
 第三节 民主原则及相关问题
第十七章 法治/ 夏
勇
 第一节 法治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法治的主要规诫
 第三节 法治的基本价值
 第四节 法治的悖论与语境
第十八章 分权/ 刘海波
 第一节 政治哲学与分权
 第二节 司法权与治理权的区分
第十九章 宽容 / 陈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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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宽容与法理学
 第二节 宽容的法哲学基础
 第三节 宽容与中国文化
 第四节 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第二十章 宪政/ 翟国强
 第一节 宪法、民主与宪政
 第二节 宪政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政
目录（下）
第三编 制度和机理
本编概说
第二十一章 宪法制度/
夏勇
 第一节 宪法之上有没有法
 第二节 宪法是不是法
 第三节 何谓违宪及如何认定违宪
 第四节 宪法的核心是什么
第二十二章 立法制度/
李林
 第一节 立法与立法权
 第二节 立法的历史：希腊法和罗马法
 第三节 立法要义
第二十三章 司法制度 /
夏勇
 第一节 司法机构设置的一般规律和模式
 第二节 司法机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节 司法原则及程序模式
 第四节 司法人员与司法保障及监督机制
 第五节 近期司法改革动向
第二十四章 法律体系/
刘作翔
 第一节 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第三节 “一国两制”下的法律体系
第二十五章 法律程序/
熊秋红
 第一节 法律程序概述
 第二节 法律程序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法律程序的主要类型
 第四节 法律的正当程序
第二十六章 法律效力/
张根大
 第一节 法律效力的概念和本原
 第二节 法律效力的结构
 第三节 法律效力的维度
第二十七章 法律关系/
张志铭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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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五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
 第六节 法律关系的运行：法律事实
第二十八章 法律事实/
邹利琴
 第一节 法律事实的理论前设
 第二节 证据规则
 第三节 证明理性
第二十九章 法律责任/ 吴玉章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要素
 第三节 法律责任与免责
第三十章 法律制裁/ 邓子滨
 第一节 法律制裁的源起和变迁
 第二节 法律制裁的属性、功能和根据
 第三节 法律制裁的原则、方式和替代
第三十一章 法律救济/ 贺海仁
 第一节 法律救济概述
 第二节 法律救济与救济权
 第三节 法律救济机制
第三十二章 法律监督/ 余少祥
 第一节 法律监督概述
 第二节 法律监督的理论和历史
 第三节 法律监督制度比较分析
第三十三章 法律解释/ 张志铭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方法
 第三节 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第三十四章 法律推理/ 赵承寿
 第一节 法律推理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 法律推理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法律推理的功能及其局限
第三十五章 纠纷解决/ 冉井富
 第一节 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
 第二节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第三十六章 法律职业/ 吴玉章
 第一节 定义和分析框架
 第二节 法律职业的兴起
 第三节 法律职业的制度形式
 第四节 法律职业伦理
第四编 历史和脉络
本编概说 /
第三十七章 西方法律思想简述/ 信春鹰
 第一节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思想
 第二节 西方近代法律思想
 第三节 现代西方法理学
第三十八章 中国法律思想简述/ 苏亦工
 第一节 古代天命、天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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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先秦法律思想源流
 第三节 纲常名理之变迁
第三十九章 中国的民本思想/ 夏勇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权观念
 第二节 现代中国的民权诉求与理论建树
 第三节 政治浪漫主义与文化怀疑主义
 第四节 新民本说要义
第四十章 中国的法治思想/ 夏勇
 第一节 关于法治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第二节 中国古代有无自然法思想
 第三节 儒家的“德治”和“人治”
 第四节 法家的“法治”
 第五节 中国古人关于法治的规诫
第四十一章 中国近代变法思想与法治/
夏勇
 第一节 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法治的进路问题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法治的价值问题
 第三节 欧美中心与本土主体：法治的文化问题
 第四节 张扬理想与建设制度：法治的实践问题
第四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
夏勇
 第一节 法制概念
 第二节 法治原理
 第三节 加强法制，实现法治
参考文献 /
人名索引 /
主题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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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章节摘录

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场景对角色的界定；行为对角色的扮演和建构。①前者基本上是规范的，后者基
本上是经验的。场景，既作为分析论题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以分析论题本身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一
项关于法院司法过程的研究中，司法及其结构的规范含义就是一个场景，它们包含于分析论题之中，
界定了法官、检察官、案件当事人等规范的角色；同时，司法及其结构的规范含义的选择或赋予，又
依赖于该项研究论题的范围和目的。如美国的还是德国的、历史的还是现行的、初审法院的还是上诉
法院的等。因而，场景对角色的界定，既包括体制上的界定，也包括分析者的界定，其共同的表述方
式为“某某角色应该如何行为”。行为对角色的扮演和建构，包括行为者对角色的认同和实际行为的
发生。仍以前例来分析，当法官这一规范角色落实在某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时，其如何看待自己作为“
法官”的角色及其使命（如是否应该像自动售货机那样判决案件，能否“造法”）就属于角色的自我
认同，而其实际如何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则属于对角色的行为扮演和建构。之所以把“扮演”和“建
构”分开，在分析者那里，通常是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扮演是基于认同基础上的，而建构则可能
包含着行为者在规范角色之外试图或实际上给他人留下新的形象（如“清官”）。场景一角色一行为
分析进路的关键，是规范角色和经验角色的比较，法社会学中对“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区分一般会采用这一分析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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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编辑推荐

《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集全所之力写作的研究型
的法理学教材。《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与目前市面上的法理学教材有以下
不同之处：第一，体例不同，已有的法理学教材均是按照基本概念、法律原则、法的运行等篇章来安
排，《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则分为四个部分：观念与方法、价值与原则、
制度与机理、历史与脉络，体例新颖且编排合理；第二，《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
下册)》各章的作者，均是在该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作者；第三，《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
装上下册)》相对于其他法理教材，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深的倾情推出法理学，还原法理学本色
，给您全新的学术享受）更高级的法理学，继博登海默《法理学》之后内容最全面、结构最新颖、作
者阵营最豪华的法理学力作。可以说，《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套装上下册)》的每一章，
都历经中国法学最高研究机构十年传承；每一章，都是一位知名学者的私塾讲义；每一章，都是一场
法学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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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讲义（套装上下册）》

精彩短评

1、夏勇教授的书值得买
2、这本是我读过国内最专业的法理学教材，虽然下册还有没读完的。。
3、书的内容很丰富，是你所需要的
4、很好的教科书，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论述风格和内容架构，可以各取所长。
5、这本书很有深度，推荐！
6、上课的教材，讲解易懂，多作者。
7、研究法理学的经典之书  强烈推荐
8、书的内容比较深奥，推荐致力于法学研究的人士研读！
9、国内阐述法理最为清晰的一本书，能使人知其所以然。
10、昨天拿到书了 还不错 还没有细细看。 首先，绝对物有所值，上下两册，近1000页，123万字，如
果说非要挑点啥的话 怕就是小五号字印刷了 不过自己觉得这个怕是为了减少页码。其次，如果你对
法理了解一般，且读相关书籍不太多的话，建议购买，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索引；反之，如果对相关
领域已有了解，可以不购买。最后，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在作者的一些其他著作中有过发表，不过
这个编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总之，是一本写作严谨的书。
11、刚到，要好好细读了！
12、难得的宏观法理
13、很好，很学术
14、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的，从不同的角度对法理学这一抽象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15、法律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大宅门，枯燥无味，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总是对着教条的教科书，打
不起兴趣。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南图发现了法理讲义的下册，随便翻了一翻，就被吸引了，写得很合
我口味。
毫不夸张地说，作者为我打开了一扇重重的大宅门，让我体会到法理之精髓，那就是思考法之道。这
本教科书是一群老师的讲义，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名校生，他们在学习资源方面的优势真是我
们这些普通学校的学生没法比较的。我可以做的，就是学习经典，慢慢思考，反复体会，体会悟道的
快乐！
16、提高法的理论修养，离不开基础知识，推荐
17、作为半路出家的法科学生，最喜欢读的还是教科书，这本书是我在学习法理学时，在南图发现的
隗宝！我称之为大师级的著作，读来让人振聋发聩！很难想到是国人写出来的，我觉得日后，必能成
为经典之作！
18、初学者学习这本书简直就是大补品 但书中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 也没什么突破点
19、收到后翻了下目录，内容很全面。不像其他的法理学教材那样枯燥无味，言之无物，这两本书至
少能够让人读的下去！好书值得推荐！
20、挺适合研究生阅读的。。
21、终于出现了一本本土的的法理学高级教材。但是，读过之后，发觉差强人意。法理学教材还是推
荐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和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22、很好，法律人值得一读。
23、很专业的学术性书籍~专业推荐阅读，很有价值和收获~！
24、也许是目前国内最能将法理二字说得让人信服的书籍
25、看得云里雾里的
26、书不错，就是晚了一点，费了我一周去等待
27、可能是国内最详尽的法理读本了，有好些篇颇为精彩，特别是上册。
28、社科院法理学者的教学合集，行文口语化，值得看看
29、本书是我见过的国内学者合编的最佳法理学教材。每个人针对一个专题展开，有深度，让人受益
匪浅。不过不建议初学者适用。
30、o(*^▽^*)o 回去慢慢读
31、还不错的法理学教材 不过如果看过点宪法学 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的同学。。。可不必看
32、书很好，送货也很及时。是法理学的高级教科书，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法理学著作，非常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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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三星半。一年前考研时读的，当时觉着“哇！超级厉害！”，现在再看，感觉很多地方写的很乱
，也很不清晰，仅从教材的角度来看，很不合格，不过倒是的确可以提供些思考方式。#一年的变化
好大
34、有人经常问我法律的定义，说些让人笑话的事情，学了四年法学，外加毕业后一直读着些法学/法
理学经典书籍，我却答不上来什么是法律，因为我认为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定义的不同，使得我们研
习法学的过程就变成一个给法律下定义的过程，而这个结果是你下不出定义，定义就在过程中。
35、迄今为止，我看过的国内出版最好的法理学教材。法律方法论、法的价值论、法律运行论以及法
律思想史等知识，共四十二章。缺点是内容涵盖古今中外的法学思想，知识体系庞大，需要有一定的
法学功底。我准备考博时，看了两个月才搞清楚这本书讲述的东东。
36、该教科书由许多不同的作者写作而成，框架具有体系性，而论述风格各异，领略不同大家的思想
的好书。
37、书是不错，不过对于初学着，看得是云里雾里的
38、更接近于西方法律思想，只是罗列一些，没有结论，物不值。
39、刚刚看了绪论，感觉还不错
40、不愧是社科院法学所全体老师的力作，
41、有些看不进去，不过还是可以学到些知识，对于非法律专业的人来说，读起来太吃力了。不推荐
非法学的人看。。。
42、社科院学者写的，通俗易懂，适合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
43、内容很深，要多看看
44、很详尽，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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