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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BE_99__c122_486185.htm 【摘要】 语言与法律

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以法律为业的法律人而言，通过语言

追问法律及其意义乃是法律人的学术使命。人类法律发展的

历史，也是一部运用语言追问法律意义的历史。语言对法律

思维有深层的影响，法律思维必须依赖语言尤其是法律语言

。对于一生欲治法学的人们来说，欲治法学必先治语言学。

从语言和语言学角度来思考法律乃至人生意义，是我们的一

生追求。 【关键词】语言；法律；法律的语言叙事 一、引言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宙斯在创造

世界的时候率先创造出来的是鸟兽，这些鸟兽有的被赋予力

量，有的被赋予速度，还有的被安了一对翅膀。而人被造出

来时却赤裸裸的一无所有，于是对神暴怒道：“惟独我没有

得到你的恩赐。”宙斯回答说：“你忽视了我赋予你的才能

，按说你受益最多，因为你会说话。语言禀赋使神和人无所

不能，任凭鸟兽气力再大，速度再快，也只能甘拜下风。

”[1] 上帝与稚各和摩西的交易中也有同样的一点，但是倒了

过来：上帝将不给出他的名字，他将不会被把握或被控制。

基于同样原因，罗马众神之首领的名字也是一个秘密。在《

奥德赛》中，当波利菲墨斯(Polyphemus)对奥德赛说“告诉我

你的名字”并且得到“我的名字是无名氏,因为每个人都叫我

无名氏”时，以及在理查德#8226.伯克哈特所说：“在所有文

明的巅峰之上都有一个奇迹：语言。”他接着说：“人有多

少语言，就有多少心灵。”[19]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



存在的标志，一个民族语言对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语言对于思维具有深层的制约作用，

同样语言尤其是法律语言必然影响着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有

时也称为法律思维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有人认为是“像

律师那样思维”，有人认为是“像法官那样思维”。然而律

师和法官又是怎样进行思维的呢?就世界范围内而言许多国家

已经出现法律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士被称为法律人。法

律人在长期参与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在维护法治的旗帜下，

根据法律的品性，形成了许多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定势。这

种思维定势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

成熟的标志。从思维的总体走向来看，法律思维是一种趋于

维护法治的法言法语的专业思维。关于对法律思维的界定，

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例如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法系的

比较的角度，逻辑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关系角度，法律思维与

法律思维方式的区别角度以及后现代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等

，从而有不同的认识。比较典型的是郑成良，他在法治理念

背景下揭示了什么是法律思维。他认为：“所谓法律思维方

式，也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

）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20]对法律

思维的这种界定是以法治理念为核心展开的。郑教授认为法

治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思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而法律

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对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着合法与非

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

”[21]可见，法律思维的核心在于从法律的立场来言说人们

之间的利益关系，法律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为法律语言的

“在场”。 从一般立场来看，法律思维方式与道德思维方式



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征：（1）是以概念为中心。法律主要用

法典形式表述，而法典则是“用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的概念来

表达的。这些概念既是社会生活中具体法律现象的抽象，也

是法律秩序中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代表。同时，概念

也是联结整个体系结构，实现法律规范整合的媒介和纽带。

所以，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规范的理解、解释和应用，都必

须借助概念，甚至依靠概念。”[22]（2）是以规则（解释）

为依据。这是“人们在制定或者适用一项法律的时候，所考

虑的问题是，在某个具体场合存在什么规则，以及如何解释

和应用这些规则。这种以法规为根据，以规则为中心，重在

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的思维方法，是北欧法系的基

本特色。”[23]（3）以权利义务为线索。“一切法律问题，

说到底都是权利义务问题”，因而，“法律思维的实质就是

从权利与义务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24]（4）以逻辑思维为工具。“形式逻辑是法律思

维的重要工具”，“辩证逻辑在法律思维方式中是对形式逻

辑的必要补充。”支配形式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思维方式

中体现的价值观念是合法，而支配辩证逻辑在法律思维方式

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合理的。”[25]（5）程序问题优于实

体问题。“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保障个

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26]然而，法律思维的

上述特征无不是在法律语言的世界中展现出来的，法律概念

、法律规则、法律内容、法律思维逻辑、法律的程序属性等

，说到底就是一种从立法语言的言说、确定到司法语言的论

辩、证成；法律从“纸面上的法”走向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

整个过程，说到底也是一个法律语言不断的意义再现的过程



。 法律思维对对法律职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借助于法

律思维和各种法律思维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

起来，从而实现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法治的

实现需要借助法律思维和法律思维的方法用规则和法律处理

纠纷，律师通过自己的说理、说法活动以及使用各种法律方

法，可以有效克服法官的主观臆断，阻止法官成为司法领域

中的专制者。而法官则可以通过法律方法论的运用增大行为(

包括判决)的合理性、合法性。因而，法律思维改变着我们对

法律的机械认识，使纸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活的法律，

在赋予法律自身以鲜活的生命力的同时，还保证着法律不被

曲解，维护着法律在司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法律

思维是以语言为依托的，例如当我们在法庭上进行论辩时，

无论是民事程序中的原告、被告及其代理律师，还是刑事程

序中的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他们在就案件争

议的对话中均是以语言为中心展开的。法庭上论辩语言的上

下峰基本上反映了权利主张力度的强弱及其诉讼胜败的可能

性。“语言的一般用处是将心理讨论转化为口头讨论，或把

思维序列转化为语言序列。像这样做有两种用处，一种是记

录我们的思维序列。这种序列由于容易遗忘，使我们必须从

头进行构思，但通过作为标记的语词就可以重新回忆起来。

所以名词的第一个用处就是作为记忆的标志。另一个用处是

：当许多人运用同一些语词时，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语词之间

的联系与顺序互相表达自己对每一件事物所想象或想到的是

什么，同时也可以表示他们所想望、惧怕或具有其他激情的

东西。在这种用处方面，语言被称为符号。至于语言的特殊

作用则是：第一，表示我们通过思考所发现的任何现存或过



去事物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发现的现存或过去事物可能产生的

结果。总起来说，这就是获得学术知识。第二是：向他人说

明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也就是商讨和互教。第三是：使别人

知道我们的意愿和目的，以便互助。第四是：无害地为了娱

乐和炫耀而玩弄语词以自娱和娱悦他人。”[27]可见，法律

思维只有借助语言方能展开其意义世界，有了语言方能有法

律，“如果废除了一个法律的（语言）意义，法律本身也就

废除了”[28]法律思维的核心就是法律语言。 一般地说，任

何思维活动的进行，都要以语言为工具，都依赖语言。语言

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语言与思维二者之

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思维活动的

过程就是对语言（符号）操作的过程。根据对语言与思维关

系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断言，法律思维与法律语言有着密

切的联系。法律思维就是依靠一系列的法律语词，运用法律

语言进行思维。一切人类社会的法律均需要以语言为载体才

能表达出来的，任何社会的法律思维也只有借助语言才能实

现，可见，语言之外是不存在法律、法律思维的。人类也只

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述、记载、解释、适用、思考乃至追问法

律，语言与法律、法律思维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语言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决定着我们

的法律思维水准。法律和法律思维由语言来服务，换句话说

，法律的意义世界和思维结构是由语言建构起来。人们的法

律思维之所以可能，归根结底来源于语言的上述功能。 卡

尔#8226.柏格森对生命曾经这样感叹：“我们的世界象广阔的

街道，我们人类是大道上的过客，奔的，走的，步行的，骑

马的，仿佛是驿使或仆奴”。[31]面对语言和法律这样的学



术使命，我宁愿做它的驿使或仆奴。 科因特曾经说过，“我

们的认识乃片段，我们的预言乃片面，而每当完美来临，一

切片段都归于消散。⋯⋯现在我们仿佛透过镜子，在模糊的

轮廊中透视，但是我们能够由感知向感知。现在我片面认识

，但我能一一认识，恰如我被人知。”但愿自己的这种法律

语言观能够由感知走向感知，也但愿能被人所知，并深情地

期待一种对话。最后，我仍然重复着前面凯利那句话,坦白自

己对语言的激情，“时间无情，于勇士、常人皆然，它的面

目漠然，欲成为优雅之士，惟有崇拜语言并获得救赎，人因

之而得以生存。”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伊索：《伊索寓

言全集》，李汝仪、李怡萱译，译林出版社，第65页。 [2][

德] 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

世彦，姚建宗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40页。 [3][古希腊]亚

里士多德：《政治学》，吴涛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7页。 [4] 何主宇：《最新法律专业英语》，机构工业出版

社，第1页。 [5][美]霍贝尔：《初民社会的法律》，周勇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9页。 [6][英]梅英：《古代法》，

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7][英]梅英：《古

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8][英]

梅英：《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

～8页。 [9][德]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

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36页。

[10][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6页。 [11][德]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

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41页。 [12][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



律出版社，第169页。 [13][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

义等译，法律出版社，第169页。 [14][德]伯恩哈德?格罗斯菲

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华

大学出版社，第146页。 [15][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

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16][德]

阿图尔?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17][德]阿图尔?考夫曼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1页。 [1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

丁尔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第75页。 [19][德]伯恩哈德?

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53页。 [20]郑成良：《法治理念与

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6

页。 [21]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6页。 [22]王卫国：《超越概

念法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第34页。

[23]王卫国：《超越概念法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

年第3期，第36页。 [2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7页。 [25]郝铁

川：《论逻辑思维与法律思维》，《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第42-44页。 [26]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

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9页。 [27][英]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

页。 [28][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9][德] 伯恩哈德?格罗斯

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



华大学出版社，第136页。 [30][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

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第1页。 [31] 俞吾金

：《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上海人

民出版社，第122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