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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律文检》教材查询方式与途径比较分析 

田建设

    作为法律专业图书馆员开展必备查询业务的基础应该是以建立正确的检索系统、开展检索服务为先

导；而作为国内出版的《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应是对文献检索途径与方法的教

授。"针对法律图书馆的专业文献工作者来说，具体讲述法律文献检索的工作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能。

是未来每一位法律从业者应需掌握的基本技能"。（见：《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刘丽君 于丽英 法律出

版社 2004.4 P2） 这种基本技能在目前国内出版的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中却偏偏被忽视了，大多数教材作

者喜欢引用传统的、一般的图书馆教材中现成的思路去套用，就文献而谈文献，只从文献的载体或表面形

式上去给以简单归纳。 

    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编辑的教材为例：其中共有六个章节涉及到中文法学文献检索途径，其标题分

别为：法学图书检索、法学论文检索、法学术语及时事资料检索、典章制度法规条约检索、人物资料检

索、历史事件查考。我们抽出其中的第四章"现代法规检索"，来进一步分析：出（见：《法学信息资源与

文献检索》 董晓春 法律出版社 2001.10 P76） 教材作者在文字中提出"查找现代中国的法规通常主要利

用法规目录工具书与法规汇编工具书两个途径。目录工具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目录1949-1982》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目1949-1989》；汇编工具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汇编》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年鉴工具书查找；同时"国家公

报"是查找最新法律规范的主要工具。国家公报是我国国家机关出版的一种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它主要反

映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成就和决策"。（见：同上 P98） 短短不足千字的一段文字，

竟然概括了对当代中国法律文献的检索途径与方式。事实是这样吗？这种归纳实在无法让人接受，在现实

的国家法律体系框架下，法律文献信息的检索途径真是如此简单吗？现实的状况可以参见笔者写的专文。

（见：田建设，对我国规范性法文件出版现状的认识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2002.2. P8） 

    类似这些论述笔者在其他教材中也多次的发现，这里不再过多复述。现在来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

误导呢？笔者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教材的作者并未深入调研"法律文献信息"作为一种特殊文献信息

在现实法制活动中的规范作用，他们编写的教材缺乏在法律实务工作方面的经验，并未完全了解法律文献

信息检索的真正意义，这类教材严格的说不是"法律文献检索"；而只不过仅为限定在一定范围里的某个图

书馆的使用手册。如果再依照上文中提出的法规检索途径与方法来进一步推测，还可以提出一些有趣的质

疑。例如：依照《宪法》与《立法法》有关立法权限的规定，是否仅通过教材提出的两类工具书就可检索

现行的法文件？法规目录与法规汇编在检索内容上是否相同？是否需考虑时效性、地域性和法律限定性等

因素？法规汇编与法律全书是否同为国家立法机关指定的权威性标准文本？年鉴性工具书是否都能够查找

各类法律文献？"国家公报"的提法是否正确？是"国家级公报"还是"国家类公报？是特殊出版物还是期

刊？各级政府的公报是否为"公报"？如何来划分汇编与图书、公报与期刊的检索途径等等问题。对于一位

细心的学者或法律专业人士来说，这些都是需要给予标准的答复，不能一带而过，仅以介绍或寻找几本书

目提要就解决了。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图书馆员要来论述文献检索，最基础的是要从本国法的渊源开始；特别是对现行

检索



  法文献的检索，必须要全面地了解本国的立法体系、立法程序以及部门、地方政府各类规范性法文件的现

实体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来说：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部委、司法机关、地方人大、地方政

府、民族自治区域、特别行政区域、较大城市的立法机关与政府发布与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机构，都是

需要我们展开法律文献检索活动的必须途径。检索方法除法规目录与汇编外，在形式上分为单行本、连续

出版物、部门性汇编、地方性汇编：除国家立法机关审定授权出版的权威性文本外，还有参考性的出版

物。按照我国法律及其相关法规的规定：除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公开出版发

行"政府公报"外，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立法与行政主管机关均以出版"公报"或"公告"的形式，

对外公布规范性法文件及政府政务性文件。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编写教材的作者均来自于院校图书

馆，由于工作范围的局限性，很少有人能深入了解现实中"法规"文献的流通渠道与出版方式，故而造成上

文中举列出的种种在论述上的缺陷与误导，这不能不引起未来"法律文检课"老师与教材编写者们的反思与

重视。多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注意这方面的反思文章出现，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未能见到有

人对此提出看法。 

    为避免日后类似这种基础性检索方式与途径方面的误导再反复出现，经过了近两年来的思考与分析，

笔者试探性的将思路整理出来，以期引起大家的一些重新思考：我们开展检索教材编写工作的目的是培训

与传授给学生专门掌握对某类专业文献查找的基本技能及文献学知识，让每一位需要检索服务的人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利用这种技能迅速地找到所需的专业文献，而非一般性的文献信息。未来的法律工作者们面对

的是现实中的各类复杂社会问题，他们需要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检索法律文献的技能知识去

解决工作中的法律问题。多年来学界与公众一直在呼吁解决查找法律文件难的问题，这其中除涉及政务信

息公开方面的政治原因外，未能有效的传播与掌握正确的专业文献检索途径与方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

因。所以有学者指出："法律文献检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技巧性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对

于每个检索的问题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并对利用的工具进行评估，以选择最合适的方法"。（见：《漫游

虚拟法律图书馆》 刘丽君 于丽英 法律出版社 2004.4 P2） 

    例如：在图书馆教授法律文献的检索过程，不能仅以几本馆藏图书为依据，所要分清的是法律类图书

作为专业文献形式，其检索途径区分为规范性法文件与学理性法文献。前者依法律的效力不同又分为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地方法规；依立法权限不同分为国家法、专门法、地方法；依立法时效不同

分为有效法、失效法等，而使用不同的检索程序和查找工具能更方便、快捷的检索各类不同性质的法文

件。后者则为研究性、解释性文献，依照法律学科的不同分枝部门、不同文献形式分为若干部类，而检索

不同出版时期不同分枝学科的法律文献最常用的工具书和工具期刊有哪几个主要类型。 

    上述这些带有学术性知识的指导问题，才是日后法律文献检索教材的编辑们在具体编写过程中所需要

反复、科学的探讨和研究的重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述："人们对法律资料信息掌握的全面与否、确切与否

可能直接定夺法律研究和法律信息实际的水准与成败"。（见：同上 P2）所以作为法律文献信息工作者的

最终工作结果应该反映在告诉人们确切的、科学的、方便的检索法律文献信息的途径与方式，在日益加强

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文献信息的查询保障体系上面下工夫，用以完善和促进国家法制建设事业的健

康发展。 

    注：本文原为《法律文献检索教材之检讨》中草稿的部分内容，现刊载于此供同行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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