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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语言文字与法律关系的几个问题 

                             作者： 陆  红 

   法律是依靠语言文字来支撑的，是依靠语言文字来表现的。语言文字和法律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的。 

   一、语言文字是制定法律的基础 

   法律语言文字作为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的变体，它是民族共同语言文字功能分化的产物。法律语言文字

是全民共同语言文字在法律事务领域中传递法律活动信息、执行立法和司法功能而逐渐形成的。法律事务

领域是一个赋有制订和实施法律的特殊使命的社会活动领域。在这样一个社会活动领域中，无论是法律的

制订、还是法律的实施，法律事务的处理，都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主要的信息载体、交际的工

具。 

   二、法律语言文字具有权威性 

   法律的权威性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内容方面，而且体现在法律内容的表现形式方面，也就是无论是在立法

活动中，还是在司法活动中，语言文字的使用都应当显示其庄严性、权威性，不允许丝毫的粗俗和轻率。

语言文字在法律事务领域长期履行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种种特点，表现在词

语的运用方面，词语选用的合法性、词语意义的法定性、规范性、权威性。例如指称男人的配偶，现代汉

语中有许多同义词语，如：内人、老婆、老伴、女人、内助、堂客、后勤部长、妻子、配偶等，而作为法

律词语使用的唯有“妻子”、“配偶”。 

   三、法律语言文字具有生动性 

   法律语言文字表现意义主要是由词语负载的。一个词语在指称某一客观事物的同时，往往还表现了人们

对该事物的主观评价、主观态度和情感。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含有感情色彩和生动的词语并不罕见。例如：煽动、挑衅、勾引、勾结、教

唆、冒充、后果、颠倒黑白、招摇撞骗等等，这些都是含有否定和贬斥意味的生动词语；又如：团结、神

圣、英勇、光辉、鼓励、保护、成果等等，这些都是含有肯定和褒扬意味的生动词语。法律生动词语或褒

或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即对于那些有害于统治阶级的事物，使用汉语言的贬义词加以贬斥；而

对于那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事物，则使用汉语言褒义词加以肯定和褒扬。 

   四、法律语言文字具有稳定性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语言一经形成，便不能随意变更。法律语言具有继承性、连续性。现代的法律语



言与以往的法律语言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其联系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第一，以往的法律语言中不少成

分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如“罪、法、罚、刑罚、法令、立法、刑法”等。第二，现代的不少法律词语是

以以往的法律词语为语素构成的。如古代法律词语的“法”，现代仍然可以单用，但更多的是用作语素构

成新的法律词语，如“法院、法医、法警、法人、司法、普法”等。第三，法律词语是不能用其他词语来

取代。比如“法人、原告人、被告人、证人、证言、审讯、自首、监狱”等词语。第四，法律词语的意义

具有单一性、特定性。在汉语词汇中，不少词语是多义的、模糊的，进入法律词语后，依赖于特定语境的

制约，才能排除多义性、模糊性，显示出单一性、特定性的意义。如“当事人”这个词，在现代汉语的普

通词汇中，其意义是 “泛指跟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人”。按照这种解释，跟任何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人都

可以称为“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作为法律词语使用于有关的法规文件中时，“当事人”是指自诉

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第五，法律词语结构稳固，不可任意拆分和替换。比如

“非正常死亡”这个法律词语改说成“不寻常去世”，那就不成其为法律词语了。类似的法律词语如“取

保候审”、“正当防卫”等，均不可任意更换其结构成分，不可任意改变其结构形式的。 

   五、法律语言文字具有规范性 

   法律词语的庄严性、精密性、规范性，也是法律语言在法律事务领域长期履行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渐渐

地形成了具有法律词语的特点，它主要表现在词语的运用方面，词语选用的合法性和词语意义的法定性。

在法律事务活动中，所特有的事物、现象及概念，既然已经出现或者形成，理所当然就要求予以命名，于

是，为法律事务活动所特有、所专用的词语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术语，如“法人、原告人、被

告人、申诉、上诉、反诉、抗诉、取保候审、假释”等等。这些法律术语用以指称特定的法律事务或现

象，表示特定的法律概念，具有特定的法律词语的内容，带有特定的语体色彩，在现代汉语的普通词汇

中，不具有严格意义的等值词，因而不允许随意替换的，它具有一定的内涵和意义，这就是法律词语的合

法性、法定性、规范性。（2003年12月24日在《语言文字周报》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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