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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

内容概要

《法的形成和运作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群众出版
社1996年版)的姊妹篇。在我看来，法的形成和运作与法的概念和本质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
研究的使命就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识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整体和部分、静态和动态
，探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承认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意识
、思想不过是一种特殊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外在的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人类生活也有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紧密联系的基奉方面。法、法律属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制度性因素，是与人
们的拘质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最接近的因素，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承认现实，改造
现实的文明有效的手段。法的形成是物质变精神的过程，法的运作是精神产物的影响，在精神变物质
的过程中也会有物质因素的作用，这是不能不细察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延续不断地认识和改
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过程。
    知法者必先懂得法理，一个不懂法理的法律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人，本书凝聚孙老师关于法理思
想的精华，是一本难得的法学理论丛书，它不仅重理论，更重视形而下的部门法中的法理体现，融贯
形而上与形而下，从辨证的，历史的思想为基点对法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实在是法律人
所不可多得的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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