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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次论》

内容概要

《法律层次论：法律体系的理论重构》是一本颇富创意的建构之作，是传统文化的一次理性回归，是
对中国的“法学”历史的冷静审视和正视；深具学术价值，能够促进当代法学的繁荣发展，体现了中
国法学家学术上的创造力。
《法律层次论：法律体系的理论重构》试图修正若干中外法律用语的错误翻译；试图让“民法”与经
济法、“民法”与商法划不清界限这一世界性难题迎刃而解；试图澄清法律体系问题上的数千年历史
迷雾。

此次增订增补了六篇论文，既是对法律层次论的运用，也是对法律层次论的补充。另外，本书附录了
六篇文章，包括网上流传已久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一文。

Page 2



《法律层次论》

作者简介

刘大生，男，1958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宝应县湖西区(现属金湖县)，1983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现任江苏省行政学院法政教研部教授。
截至2013年，发表论文近300篇，主要成果包括：党主立宪论，规范生育论，白马非白马论，淮河入海
论，无民法论，科斯泡沫论，病句大运论，死而平等论，撒尿自由论，两级政府论，受贿无罪论，政
治童工论，五四邪恶论，鲁迅撒谎论，佛教贿赂论，示威取消论，自如论，增币平分论，等等。主要
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和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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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次论》

精彩短评

1、不少观点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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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次论》

精彩书评

1、“经典是不会过时的”——《法律层次论》（增订版）编辑后记《法律层次论》1993年初版，今
年9月增订版推出。增补的内容几近初版篇幅，有两部分：补论和附录。补论由六篇论文构成，是刘
大生先生近二十年法律层次理论的思想延续、发展之表现，既是对法律层次论的运用，也是对法律层
次论的补充。附录收录了六篇文章，多为《法律层次论》初版的评论文章，刘大生先生的名文《世纪
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亦收录其中；这篇文章自二十世纪末在网上发表以来，流传甚广，影响了不
少青年学子，启发了不少法律人。之所以推出增订版，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层次论本身的价值，它没
有过时，也没有被学界重视。而其价值，在笔者和有些学者看来，是巨大的，尤其是它的创新性，罕
有其匹。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层次论本身也有发展，刘大生先生在近二十年间，写有一些与法律层
次论相关的论文；法律层次论的一贯性、彻底性和明确性要求这些论文补充自身，形成一更严密、更
完整的统一体。笔者曾在几年前写过初版《法律层次论》的书评，而增订版的主体内容不变，今天再
下笔写一评论似无必要。然而，笔者这些年的思想、学力也在变化之中，所见、所想、所得与昔年有
异，所看重的方面亦不一样。一如既往，笔者还是极看重刘大生先生的《法律层次论》，认为其体现
了中国法学家的创造力。他是一位极有质疑精神、新思想的法学家，记得笔者受教于他之时，所作硕
士论文《&lt;英宪精义》翻译研究》原稿的一半内容——思想评述类——尽数删除。一句话，一个理
由，“不够创新”。《法律层次论》参考的资料文献很少，参考的书大多是“经典”，诸如《论语》
《荀子》《周礼》《礼记》《韩非子》《汉书》《后汉书》，而引用的内容很少。《法律层次论》是
一本极具原创性的作品，但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她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中汲取了养分，更
重要的是，她融入了作者思想的结晶。养分仅是法律层次论体系的元素，创造者法律体系的构想才是
法律层次论的框架和根基。关于法律门类的争议，外国也有，如德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有过关于
“经济宪法”的激烈讨论，但关于法律体系的专著，笔者还从未见过；国内“部门宪法学”似乎正是
法律层次论的“自然产物”，涵摄其中。《法律层次论》是第一部法律体系方面的力作，她意图解决
的问题是民法的定位问题、翻译问题，涉及语义学和中外学术的交流。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责
任编辑张遵修先生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法学家们在讨论法律的分类时，主
要是依据方便编写的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科学、细致的专业考虑。法学停顿近三十年，近百余年来，
战争频仍、革命不断，法律、法学的发展空间、思索时间本就有限，其专门的思考、有序的发展也不
过是近时三十年的事情。所以，一切现有的成果、定论都有重新思考一遍的必要。法律层次论，正是
这重新思考的一部分。此书的创作方法也颇值一提。二十多年前，法律层次论主体内容的大部分“泛
论”竟是在作者与学者朋友、学生间交流讨论的基础上成文的。而在交流非常便捷的当代，还很少见
作者在类似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成书。读者和作者是互动的，了解了读者的困惑，作者更能针对性地创
作；读者的提问、质疑、建议，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有益刺激。法律层次论的完成，当然主要是刘大生
先生思考的结晶，但我们也不能低估读者朋友们的作用。这种创作写法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好方
法。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一句：中国要有五六个刘大生的话，西方法学界就要对中国法学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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