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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8_AE_B8_

E7_AB_A0_E6_B6_A6__c122_486390.htm 对于法律规范的解析

遵循的是逻辑理性，对于法的历史维度的分析所要揭示的是

法律的历史理性，并循依历史理性。历史理性⋯⋯辗转表达

为一种道德理性。而无论何种规范，最后要诉诸于自己的程

序⋯⋯法律由此秉具实践理性。 规范解释是一种经典的法学

方法。在制定和适用法律的漫漫征程中，法学家们逐步提炼

出此种认识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手段。法学的基本问题在于事

实与规范的互动，以对事实的描述和归纳来形成规范，以对

规范的解释来适用规范，通过解释法律而执行法律。它们分

别陈述了立法的基本运程，与司法中常态、习用的运思。毕

竟，法律是由无数规范构成的，一切法律均需还原为法的规

范才能获得自我规定性。法律规范通常包括概念、规则和原

则这些基本构件，表现为假设、条件与制裁的逻辑形态。其

中，法的概念和范畴是最小的法律、法学单元，构成了全部

法律法学表意系统的最小元素。首先和基本的是通过对于此

种概念、范畴的分析，法学家们进入到法律的世界。 比如，

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个法律概念，对此概念的分析，就属于典

型的规范解释。其间要素包括：什么是死刑复核？其各项构

成要素和程序为何？复核主体在何种情形下得核准或者推翻

死刑判决？乃至于，死刑复核面临着哪些现实难题，如何于

法制和法学上解释之？等等。在此，可能还牵扯到司法的被

动性，或者此种程序启动的自动性等等问题。就此运思过程

中所牵涉到的法律而言，至少即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



法、法院法及其上下左右的对接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法学家

们在解释这一概念时必需分析、回答的，也是法学家们求索

法律知识、法律家解释法律时惯常习用的传统方法，堪称经

典的法学方法。 所有的法学首先都是法律解释学。一切问题

如在水一方，以方法为桥梁，始能求得解释。常常所说的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却更多的属

于一种范式。而就学者真切的研究而言，所谓比较研究、社

会调查、规范解析等等，才是更为具体，因而具有可操作性

的方法。没有方法，渡不了河，问题即无法解决。法律教育

所能提供予他的批判的武器，不仅仅是法律的知识、理论与

观念，而且是各种法律法学方法，首要的同样就是规范解释

这种方法。 规范解释是一种经典的法学方法，除此之外，仍

以上述死刑复核程序为例，对于这一概念的解析尚需运用其

他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历史解释。因为一切法的概念、范畴

、规则和原则，其产生与创用，均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语

境，都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历史演变过程。过往时光里某一特

定地域所缔造的概念或者规则，假以时日，流转开来，一时

段接续一时段传承下来，才成为今日的形态，因此，必需追

本溯源，返回其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含义。 就此刻中国语境

中的“死刑复核程序”而言，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就包括对

于其历史的追溯，探究为何其复核权原本为最高法院所执掌

，其后却“下放”给各省高级法院。在此，对于死刑复核权

的收放过程的回顾，使得法律解释常常不免诉诸历史解释，

法律解释学常常就是一种历史解释学，历史方法同样是法学

的不二法门。紧接着要问，最高法院是在何种情形下、基于

何种考虑将此权力收归自己？又是在何种情形之下将它“下



放”给各省高级法院的呢？是否一旦犯罪率较高，审判任务

较重，社会上对于“严打”诉求比较强烈之时，就“下放”

给各省，相反，一旦社会治安相对好转，犯罪率相对下降，

加强法制呼声较高之时，又把权力收上来，以呼应社会加强

法制、保护人权、“人命关天”这样一些理念呢？官民、贫

富的不平等，地区之间的差异，国内与国外的考量等等因素

是否影响死刑判决？等等，不一而足。 于是，历史解释过渡

到社会分析，而且，也只有当历史分析坐实为具体社会情境

下的社会分析之时，才能构成一个丰满的解释，也才可能是

一个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的答案。但是，不论如何，它们均

以规范解释为前提。所以说，历史总是特定社会的历史，规

范解释也总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对于产生于特定社会

历史情境中的规范的解释。 对于法律规范的解析遵循的是逻

辑理性，对于法的历史维度的分析所要揭示的是法律的历史

理性，并循依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总是具体社会与人文的产

物，因而饱含着有关是非与正义的道义指向，辗转表达为一

种道德理性，所以，法的历史维度常常诉说的是法的道义诉

求。而无论何种规范，最后要诉诸于自己的程序，在执行与

审理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生命形态，法律由此秉具实践理性。

就此而言，我们不妨说，法律是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实践

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统一。它们在水一方，藉由规范解释这座

桥梁，法学家渡河而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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