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六章  法律文化 
 

第一节  法律文化的概念 
一、法律文化释义 

  二、法律文化的结构 

 

    一、法律文化释义 
（一）文化 
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

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将

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 
（二）法律文化的概念 
对法律文化的定义仍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法文化观

将法律文化理解为法律意识和法律典籍，与中义的文化观相通；广

义的法文化观从各种角度现解法律文化：精神形态、物质形态、静

态、动态、观念、制度等等。我们取法学界较通行的广义法律文化

定义：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法律规范、原

则、法律意识、法律组织和设施、法律运作过程和方式、法学教学

和法学研究。 
二、法律文化的结构 
法律文化的结构是多元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1）客观法，

即有形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及法律技术层次。（2）法律意识或观

念形态的法文化。观念形态的法文化是客观文化的萌芽及其观念化。

（3）运转中的法，或法律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法律

的组织、设施、运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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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文化的类型 
一、法律文化分类概说 
二、现代三大法系 

   三、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法律文化分类概说 
法系在英语中为 Legal genealogy 或 genealogy of law 或 legal 

family 。法系是指具有相同法文化传统的数个国家法律所组成的法

律“家族”或法律“族类”。 
有的学者将法律文化分为罗马——日耳曼法系、普通法系、社

会主义法系、非西方法系四大类。在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无疑还

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这三大法系。 
二、现代三大法系 
（一）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也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是继承罗马法

传统，以拿破仑法典为楷模而形成的，以法典为主的近现代市场经

济法系。 
大陆法系源于罗马法，在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国人将

简单商品经济最完备的法律表现——罗马法加以改造，赋于启蒙运

动中阐发的基本精神，运用理性的力量，仿效《法学阶梯》的体例，

创造了明确、严密、完备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的基本精神及其立

法技术传到了世界许多地方。将近 100 年以后，德国人按照罗马法

《学说汇纂》的体系创制了更加完备的民法——《德国民法典》，德

国民法典为其后的立法者所推崇、学习。至此大陆法系形成了两大

支系：法国支系和德国支系。 
（二）英美法系 
也称普通法系、判例法系，是继承日耳曼法传统而发展起来的，

以判例为主的近现代市场经济法系。 
英国早期法律是地方习惯，很不统一，1066 年诺曼底公爵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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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三岛以后，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法律——普

通法。从 14 世纪前后开始，又形成了衡平法与普通法并行。普通法

和衡平法都是判例法。从 19 世纪开始，制定法有增加的势头，但是

迄今为止，判例法仍然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法源。 
（三）西方两大法系的异同 
两大法系的基本精神是同一的，两者都贯彻了市场经济的民主

法治精神与人权精神，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方法上的。 
1、法律渊源方面的差别。 
2、适用法律的技术上的差异。 
3、法律编纂方法上的差异。 
4、司法组织和诉讼程序方面的差异。（ 英美法系的庭审照片） 
 
 

 
 
 
 
 
 
 

在其他方面，例如，法学教育、

法律工作者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等，也存在一些差异。 
（四）伊斯兰法系。 
1、伊斯兰法系概述 
伊斯兰法系是以伊斯兰教经典为基本法源的法系。伊斯兰法的

主要法源为：（1）《古兰经》。（ 图片） 
 
 

      4

 
 
 
 
 
 
 

 
（2）圣训。（3）公议。（4）司法实践中运用类比的结论。伊斯

兰法由阿拉伯半岛传到西亚、北非、南亚的许多地区，它的发展从

未中断，进入 1960 年代以来反而出现复兴之势。现在它们是近 10
亿人遵守的法律。 

2、伊斯兰法系特点 
伊斯兰法有不同于两大法系的许多特色，择其要者有：（1）宗

教色彩浓厚，是典型的宗教化法律。（2）形式化程度低。（3）义务

本位。（4）法学家在伊斯兰法发展中的作用很大。 
三、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狭义的中国法律文化特指从夏代至清末的中华农业法文化。 
西方法文化指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北美及

受其影响的地区的法文化。两种法律文化的差异有： 
1．法观念方面的差异：正义法和暴力法。 
2．客观法方面的差异。法律总体精神上的差异可以归纳为理性

法和意志法。 
3．运作中法律的差异。在立法方面，西方法或多或少承认民众

立法，代议立法，而中国皇帝是唯一立法机关。在法律实施机构方

面，古希腊罗马实行分权，中世纪后期已分化出专司司法之职的法

院，现代西方无一不实行分权，司法独立。西方法官地位崇高，而

中国，行政官历来兼任司法官，即使中央的专职司法部门（大理院，

刑部之类），其地位也只是行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而已，更不用说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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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 
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些，例如宗教色彩的不同：

西方法文化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法历来是世俗法高于一切；在

法学研究方面，中国只有宣传、解释法的法学，几乎没有理性批判

的法学等等。 
 

第三节  法律意识 

一、法律意识释义 
二、法律意识的分类 

          三、法律意识和法律的关系 
           四、法律意识的结构与功能 

 
一、法律意识释义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 
法律意识是关于法律的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

知识、心理的总称，包括对法律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

求、态度和评价、解释、对人们行为法律评价、法治观念等等。法

律意识可以分为低级阶段的法律心理和高级阶段的法律思想体系。 
（二）法律心理 
法律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法律的零星的感觉、

情绪、习性等等。正因为法律心理来源于日常生活、是自发产生的，

所以对法律的认识和评价是表面的、直观的，缺乏理论概括的高度。 
（三）法律思想体系 
法律思想体系是对法律思想观点的理论概括，是思想化、理论

化、系统化的法律意识，是法律意识的高级阶段。 
（四）法律意识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 
法律意识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不居，而是动中有

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法律意识与其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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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渗透影响的。 
二、法律意识的分类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法律意识作不同的分类。以法律意识的主

体不同可将法律意识分为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两大类。 
个体法律意识指公民个体的法律感，法律情绪、法律思想、信

念的总和。 
群体法律意识是指某个社会群体中通行的共同的法律意识，个

体法律意识与群体法律意识是不可分离的。 
三、法律意识和法律的关系 
近年来，人们提出了法律和法律意识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法学

界主要有三种看法：（1）法律意识本原说。（2）法律本原说。（3）
无本原说。 

我们认为，上面三种观点都看到了法律与法律意识关系的某一

方面，均有其合理性，但是又都有可商榷之处。那么，法律意识的

本源是什么？法律意识来自存在，这个存在不但包括法律，它包括

全部社会存在，包括自然界。 
四、法律意识的结构与功能 
（一）法律意识的结构 
法律意识有三大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法律知识要素、法律意

向要素和法律决策要素。 
法律知识要素指各种关于法律的信息，是各种关于法律的陈述

性、描述性观念，价值评价观念及关于法律活动的印象，感觉等等。

法律的知识要素主要解决法律“是什么”，“法律怎样”。法律意向性

要素指关于法律的理想，包含了法律需求观念和动机观念。法律意

向性要素是法律知识要素和社会实践碰撞的产物。法律决策要素是

法律意识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要素。它来源于法律知识要素和意向要

素与社会实践。 
（二）法律意识的功能 
法律意识的三大要素决定了它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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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践行功能。 
法律意识的认识功能指法律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法律的功能。 
创造功能指法律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技

术、法律组织机构的功能。 
法律意识的践行功能指法律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法律规范从而推

动法律实现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