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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法哲学的理论 基石 

许春清 
(甘肃政法学院 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法哲学是关于法的哲理的一般学说，其理论基石是法哲学体系的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法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回答 

“法是什 么”和“什 么是法”的问题 ，对前者的回应揭示了法的本原 ，而对后者的答复说明了法的表现形式亦即法表 象。从而法 

哲学体 系相应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法本原论 ，一为法表象论。法本原是人类理性、阶级意志和社 会经济要求的整合 ，法表 象是 

观念法、实证法和存在法的统一。法本原论和法表象论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辩证地构成法哲学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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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Legal Philosophy 
XU Chun-qing 

(College ofLaw，Gansu Political Science&Law Institute，Lanzhou 730D70，China) 
Abstract：Legal philosophy is about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law that includes moral and economic rule．Its content is SO complex 

that we can’t outline it．However，it is helpful for law study and teaching to abstract its theoretical cornerstone．So I find it compre- 

hends theory of legal nature and legal ontology．It sives consideration to legal fact，value，and form ，consists of the existing law，con— 

ceptual law and posi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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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法哲学的定义 

法哲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之 一，是 “应 用哲学的观点和 

方法研究法的一般 问题 的科学 ” l"。(pteo)法 哲学 以法 的最一般 

原理为研究对象 ，以哲学为 自己的理 论基础 ，但 它既不是哲 

学的一个部门 ，也不是兼具法学 和哲学两 门学科性 质的边缘 

性学科。法哲学是以法的最一般 问题 为研究对象 ，通过哲学 

的理性思维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法的辩证发展规 

律的独立的法学学科 。 

法哲学通过考察法的具象形态 ，认识并 阐释法的抽象存 

在，最终服务于现实的法律生活。与法理学相 比，“法哲学注 

重用哲学方法从哲学方面研究 、阐述法的一般 问题 ；法理学 ， 

特别是最早使用这一术语表达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奥斯丁 

所谓的‘法理学’，则强调运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实在法的一般 

问题” 2 J 鹕 。两者的研究方法有所不 同，而且法哲学 的研究 

对象也不限于实证法 ，研究范围较之法理学似更为宽泛。 

法哲学研究范 围的宽泛性 也可从 国际法哲学——法社 

会学协会 (IVR)的世 界大会所讨论 的主题 中得到证 明。从 

1957年到 1995年 ，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 已召开过 

l7届正式 的世界大会 ，讨论的中心问题包括 ：(1)法与事物的 

性质 ；(2)法律规范与社会结构；(3)人权与公 民基本权 利哲 

学 ；(4)新型社会组织的有效性 ；(5)法的经验领域 的实然与 

应然；(6)法律的论证 ；(7)法律的职能 ；(8)平等与 自由：过 

去、现在与未来；(9)法与社会的未来 ：变化 着的社会及其新 

的法律观念；(10)法律作为当代经济 、政治 和文化生活 的准 

则；(11)法律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哲学基础 ；(12)法律 、人类 和 

历史 ：(13)法、文化、科学和技术 ；(14)在法 律和社会思 想中 

的启蒙、人权和革命 ；(15)法律制度与实践理性 ；(16)法律、 

正义和国家；(17)20世纪末对法律的挑战。 fDl。) 

由于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宽泛 ，法哲学的研究维度和课题 

凌乱庞杂，因而找出法哲学 的理论基石并进 而理 清其主要内 

容具有积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教学实践意义。法哲学的理 

论基石是建构法哲学体系的学术基点，也是支撑法哲学体系 

的知识基干。 

法哲学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 ，实际上是对一定 问题的 

解说。于是找到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最终也就找到了法哲学 

的理论基石。而要找到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却必须溯本求 

源，首先对法哲学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解构。法哲学是法学 

理论脱离哲学 而独立 的早期形 式，是法理学 的初 始发展 阶 

段，广泛探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诸如政治、道德和宗教观念 

之间的关系，对法的理解也较为宽松 ，除实证 法外 ，尚有观念 

法、存在法之说。此外，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法学是哲学 

的一个部门” )，法哲学当然更是其庞大唯心主义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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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环节。至今一些具有哲理法学倾 向的学者，依然坚持认 

为法哲学是哲学 的一 个分科。如果说法哲学是理 性主义的 

张扬 ，法理学则是经验主义的铺 陈。我国理论法学界并无法 

哲学传统，对于二者也不作严格区分，法哲学的内容散见于 

法理学的理论体系中。 

二、法哲学的体 系解构 

英国法学家哈里斯(J．W．Harris)谈到法理学的内容时指 

出：“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 的东西。关 于法律 的各种各样 

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_4 J㈨ 

美国法学家帕特森(E．Patterson)认为：“法理学是法律的 

(of law)一般理论或关于法律的(about law)的一般理论组成 

的”。 j 前一类法律理论划定法律的范围，探讨法律的一般 

概念 、术语以及法律的各 个部分之 间的关系。后一类法律理 

论超越法律规则的内在方面而进入到法律制度的外在方面 ， 

即法律与政府和社会 的关系 ，法律与伦理、经济 、政治和社会 

信念以及实践 的关系 ，这些问题 与法律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所 

区别 ，属于法哲学的范围 ，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提 出、接受 

和发扬 。 

在我国 ，法理学 (法哲学)是法学 体系中一个相对落后的 

学科。改革 开放 以来特别 是邓小 平南巡 讲话 以后 ，法理 学 

(法哲学)研究取得 长足进步，理论 体系渐趋成熟 ，逐步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法哲学 )。通 观现 有 

的法理学(法哲学 )著述 ，大体有纵向和横 向两个理论体系。 

纵向的法理学 (法哲学)体系以法的进步为线索演绎 ，横向体 

系则以法的运作为流程展 开。两种体系各有千秋 ，前者注重 

发掘法的内在根据 ，后者偏好描述法的外在表现。 

参酌西方学者 的观点 ，结合我国法理学 (法哲学 )的研 究 

成果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本质和现象 的基本范畴为导 

向，可以认为法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对 于法本原和法表象两个 

方面的认识和阐释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 ，法哲学必须 直 

面“法是什么”这一问题，对于这一关乎法的存在理由的问题 

的判断，构成法 的本原 理论。作 为一 门法学 ，法哲学还必须 

追问“什么是法”这一问题 ，对于这一关乎法的存在形式的问 

题的解说，构成法的表象理论。 

三、法本原论 

本原或本质是一个基 本的哲学范畴。本原论是哲学 中 

说明什么是事物本质 问题 的部分。马克 思主义哲学本原论 

偏重于从“思维对存在的地位”的角度认识事物 ，发掘隐藏于 

存在背后的真理，旨在探讨存在 的依 据，是关于存在本质 的 

科学而不是其现象的说明。 

法本原 (本质 )论是“探索和阐释法的本原即法 的存在 的 

必然性及存在的根源等问题的法哲学理论”。⋯( )法的本质 

问题是理论法学不容 回避和首先要 回答 的问题 。不 同的法 

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 ，针对法 的本 质问题 表达 了不 同看法 。 

也有个别法学理论 否认 、掩饰法 的本 质问题 ，终究不能科学 

认识法律现象。 

依据其理论 渊源 ，法本质论大体 可分 为两大类 ，一类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 ，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 

非马克思主义的法本质论内容庞杂 ，其 中具有代表性 的 

观点是正 义说、命令说 和关 系说。正义说是 自然法学 的观 

点，主张法就是正义，只有符合正义的国家法才是真正的法， 

恶法非法。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正义是法的存在根 

源。命令说是实证法学的观点，主张法是国家的命令，是主 

权者的命令。奥斯丁认为 ，法律是 主权者给有服从义务 的人 

所下的命令，如果不服从 ，就要给予制裁。关系说是社会法 

学 的观点 ，主张法决 定于一种客 观外 在的关系 ，法只是这种 

关系的表述 。狄骥认 为人定 法来 源于客观法 ，而客观法来源 

于社会连带关系 ，其实是指法的本质在 于社会中发生 的客观 

关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 主张法的层级本质论 ，一般认为法本质 

有三个层次：法的第一级本质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 的意 

志；法的第二级本质是由一定 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行为 自由与 

约束(有学者称之为 ‘直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这种 自由和 

约束糅合为特定社会的人类理性 ；法 的第三级本质是一定社 

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需要 ，特别是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其 中阶级意志和社会理 性的法律属性 问题亦 即法的阶级性 

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学界争论频繁 ，前沿学术 观点认为社 

会性(理性 )优先 ，阶级性(意志)居次。简言之 ，法本质是人 

类理性 、阶级意志和社会经济要求 的三位一体。 

非马克思主义的 自然法学派 、实证法 学派、社会 法学派 

分别侧重于一般法的社会理性 、阶级意志以及经 济要求或 日 

价值、形式和事实属性而不计其余 ，虽各具精到之处 ，但多有 

偏颇。马克思主义 的法本质论是对法 的价值、形式 、事实的 

多方位研究的有机统一。 

四、法表象论 

法哲学开始于法的本质主义。传统上，法本质论是法哲 

学的核心理论，普惠法 学理 论 的各个方 面，成 为法学理论的 

逻辑起点和演绎 前提。但 法的本质的得失在 很大程度上决 

定于法的表象的取舍。因而 法的表象 的界定是 法哲学 研究 

的入口。如果说法本原论是对“法是什么”这一问题 的解说 ， 

那么法表象论就是对“什么是法”这一问题 的回答。所谓“什 

么是法”，实即追问“法以什么方式存在”或者“哪些现象属于 

法现象”。 

本原的法即法本质 ，必须借助于现象的法或 法表象而显 

露。本质和现象是唯 物辩证法 中的一组范 畴。本质 是事物 

的根 本性质 ，是构成 事物 的元 素的 内在联 系 ，比较 深刻、稳 

定 ；现象则是事物 的表面特征 和外在联 系 ，相对肤浅 、活跃。 

本质和现象范 畴的哲理意 义在于揭 明事物 的内部联 系(本 

原)与外部表现 (表象)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关 系。认识法应 

当先找到法的现象 ，然后透过现象深刻把握其本质 。 

一 般意义的法表象亦即一般 法，存在于三个层 面，“一是 

实证法 、二是观念法 、三是作 为社 会生活尤其是经 济基 础一 

般要求的法”。 实证法即成文法和习惯法 ，因其可 以实证 

地观察、研究而得名 ；观念法就是法观念；经济基础的一般运 

行规则构成最深层次的存在法。三者环环相扣，循环运转， 

周而复始。 

法律是以一 定 的权 利为 内容的社 会规范 ，是权利 的外 

衣。若 以权利本位 的法律 内容为视角 ，则 观念 法、实证 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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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法可被分别翻译为应有权利 、法定权利 和实有权利。应 

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基于一定的经济条件所 产生的正当愿望 

和要求。法定权利是社会权威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统治阶 

级)通过立法活动所确认 的应有权利。实有权利则是社会成 

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在现实社会生 活中真正享有的法定权 

利 ，它源于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 ，又反过来 促进应有权利的 

法定化和法定权利的现实化。“权利的三个层面总是在这样 

相互转化的过程 中，使权利 的内容更加丰富，权利的保护与 

行使的条件更加充分和严谨”。} ． 

法的表象不仅 是法的要 素、层次 的静态展示 ，也是法的 

创制、适用以及解释、推理的动态运动；不仅是法的个体由生 

成到消逝的生命过程，也是法的种群 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历史。 

法表象以法的不同层面为具体存在形式，一般法的具体 

层面展示法的局部属性，法的局部属性整合 出法本原。反之 ， 

法本原决定着法表象，是法表象的存在原因和根据。如图 1所 

示，一般法的不同层面直接对应于法的不同属性，而法表象 

(法的抽象)最终同一于法本原(法的再抽象)。 

图1 法本原、法表象与法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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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以，要把一只抹香鲸的脖子割 下来 ，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5)所以有很 多水手夸耀 自己割鲸头的本领。 

(6)斯塔布就是其 中的一个。 

(7)他夸下海 口，说 自己只消用十分钟 就可 以利利 索索 

地把这件事干完。 

(8)斯塔布开始 了他的工作 。 

(9)他就像是一个外科 医生 ，拿着鲸铲，对漂在浊水 中并 

且不停地随水滚动的庞然大物 实施手术。 

(10)他面对着离自己有十来英尺远的大鲸，在头和脊柱 

之 间准确地找到了 自己要下手的位置。 

(11)他挥动鲸铲铲 了几英尺厚的一 圈儿，要 知道，这一 

切都是在很 不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 

(12)不出十分钟 ，大鲸的头被斯塔布砍 了下来。 

在这里，原文在被 敲击 和断裂之后 ，与译人语_ 汉语 

进行新的组合，而这种新的组合已不可能回到原来的主体， 

因而形成了一种全新 的文本。第一句话里 ，姬旭升加入 了第 
一 人称“我们”，拉进了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而接下来，他又 

把原文的第二句和第六句拆解融合成了译文的第四、五、六 

句，原文两句话的基本意思：现在，割抹香鲸的头是一项解剖 

学的任务 ，因此有经验的抹香鲸解剖能手夸耀他们的本领是 

有一定道理的 ；斯塔布吹嘘他能在十分钟 内割下一只抹香鲸 

的头 ，你难道不感到惊奇吗?而姬旭升把他们译成 了“所以， 

要把一只抹香鲸的脖子割下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 

以有很多水手夸耀 自己割鲸 头的本 领。斯塔布就是其 中的 
一 个”。从而 ，译文的其他部分也做了相应的改动。 

我们可把姬旭升先生的翻译看做一种基于解构主义翻 

译观的实践，但正如解构主义对“中心”的消解，这种“创译” 

不是翻译的“中心”策略。上面的评介 ，至少可以让我们 了解 

在“对等”的翻译方法之外 ，尚有大异常趣的翻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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