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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内容概要

《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的写作带着对过度解释的反思，结合理论的最新发展
和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研究了法律解释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体例的编排上着眼于法律解释学体系
的建构，对当代中国法律解释学的困境、研究对象、特征、功能等，在维护法治的前提下重新作了阐
释；对法律解释的过程以及方法的运用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命书贯穿了对法治的信念，坚持认真对
待规则，反对权利和权力解释的绝对化倾向，倡导“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并论证了法律解释的独
断性特征，以期拓展和完善“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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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作者简介

陈金钊：1963年生，山东莘县人，山东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解释
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法律方法论研究》、《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法律解释学》、《法律方法论》、《法治
与法律方法》等多部；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法
学会常务理事、法律方法论研究会会长；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法律方法论研
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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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当代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境遇　一、过度解释与权利(力)的绝对化　二、对司法经验与智慧的
遗忘　三、解释与反对解释的纠缠　四、解释与正确解释的辩思第二章　对法律解释学的诠释　一、
解释意义的常义回归　二、什么是法律解释学　三、为什么需要法律解释学　四、规范性的技术，还
是选择性理论?　五、法律解释学是一种“解蔽”艺术　六、如何认识法律解释学中的艺术第三章　法
律解释(学)的对象　一、法律是解释的依据，还是解释的对象?　二、法律文本缘何成为解释的对象　
三、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四、解释者与法律及事实之间的关系第四章　法律解释(学)的特性　一
、解释的独断性与客观性　二、解释的探究性与创造性　三、解释的循环性与自主性  四、解释的正
当性、有效性及其语境第五章　法律解释(学)的功能　一、自主整合与修复功能　二、信息交流与沟
通功能　三、完善与发展功能第六章　法律解释的目标　一、法律规范与裁判规范　二、构建裁判规
范的关键环节　三、事实类型与裁判规范第七章　对法律规则解释的诠释　一、规则的重要性及解释
姿态　二、规则的特性及作用的发挥　三、对法律规则的解释第八章　对法律原则的诠释　一、法律
原则对解释的指导与约束　二、对法律原则的阐释　三、法律原则的作用及意义第九章　法律文义的
释放　一、法律解释中的词义分析法　二、文义解释方法的重要性　三、概念在解释中是如何变化的
　四、文义优先，还是法意优先？第十章  目的融入判决的路径　一、复杂而不可缺少的目的查寻　
二、如何甄别裁判规范所需要的目的　三、目的融入判决　四、目的解释的必要性及意义第十一章　
体系解释及其对判断的制约　一、法律体系与解释的系统性　二、体系观念作为法律解释的因素　三
、体系解释对法治建设的意义第十二章　理论对解释的影响　一、对理论法学作用的疑问　二、法学
原理进入解释的途径第十三章　价值(利益)对解释的影响　一、法律解释与价值评价的冲突　二、价
值冲突与选择第十四章　法律解释中的逻辑因素　一、逻辑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二、法律解释过程
中的逻辑与经验　三、解释中的论证与推理第十五章　法律解释的政治因素　一、政治与法律解释的
天然密切性　二、如何减少政治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三、抗衡政治因素侵扰的“解释共同体”第十六
章　对法官解释与思维的反思　一、法律思维之内的法官思维　二、法官思维的外在矛盾　三、法官
思维内在的矛盾　四、解释方法如何融入法官思维第十七章　对法学家思维的追问　一、法律解释学
与职业能力及执业能力　二、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　三、法律解释学的创新与发展后记　
法治论者的思想挣扎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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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立法者的设想看，法律规则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在立法者看来，含糊的法律会破坏法治
。“制定法的模糊性使得法院可以任意解释制定法并攫取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实际上将举证责任加
到没有事先预见能力的公民身上。这又使法律不确定，将全体公民置于合法性模糊状态，对行为不能
确定，不能遵守甚至不能理解法治。法官变成法律，随之产生人治。因此法治在模糊的制定法面前蒸
发，代之以拳头。公民就必须服从他们往昔的代理人无拘无束的意志，如果有这种权力那么个人专制
就产生了。模糊的法律还造成另一种堕落，即司法实体变成立法实体，违反分权原则。只要法律是模
糊的，法院就有超出适用法律的能力；可以广泛地决定其含义。”⑥法律规范的清晰、确定对法治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立法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尽量减少法官等解释法律的机会。法律被
解释得越少就越能接近法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法律中的正当程序、平等保护和自然权利等语词的
模糊为美国法院提供了无限的解释和修正权，这内在地破坏了法治。“各种解释有破坏法治之虞，而
各种严谨的诠释往往赞成法治。”⑨对法律的解释，从个案中看很多是必须的也是正当的，但如果从
长期或整体上来看对法治则是毁灭性的。法律规则的运用使得解释不可避免，但也不是都需要法学意
义上的解释，文本性法律有它相对固定的含义。“法规的含义并不是‘来自于’它的语词。法规有一
个含义，因为它是以语言写成的。法规是可以理解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禁止的——因为其中的语
词的含义是清楚的。这种清晰性不是解释者的功劳，而是法规起草人的功劳。法规起草人在语言上较
为熟练，正是这种熟练的能力，使法律可以为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提供清楚的答案。”⑩法律规定在
一定情况下清晰并不等于在所有情况下都清晰。我认为，必须重提理性与逻辑、规则与程序，在解释
过程中要认真对待规则、程序，重视法律的规范与指引作用，这是当代法治建设的需要。规则与程序
是法律贡献给法治的最主要工具。规则本身是人们思维理性化的重要标志。世上原本没有规则，但由
于人们对行为的不确定性怀有恐惧，因而沿袭经验的做法以求得安全，最早的习惯规则就出现了。由
于习惯规则的权威性受到了冲击，所以出现了成文的法律规则。人类对法律规则的认识与利用，也经
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法”转变为“律”的事件可能是法制史上最伟大的事情。法
最初的含义是罚，律代表了规则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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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编辑推荐

《法律解释学:权利(权力)的张扬与方法的制约》是当代理论法学精义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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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学》

精彩短评

1、理论法学教材 超级枯燥 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 
2、好书，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3、早就应该来当当网买到这本书
4、中国的法学研究以及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进步，但是仍然较为粗疏。法治建设需要严
谨的研究，需要将法律制度的精神在现实中予以贯彻，法律方法是适用法律的基本工具。学习法律的
人应当接受基本的法律解释学的训练，这对于整个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书是一本严谨的法律解
释学作品，值得大家认真研读！
5、法律解释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6、内容不错，质量也好，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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