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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法律语言学学科内涵及定位
赵天雪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作为一门法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法律语言学不论是对于司法体系的完善还是语言学领域的发展都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本文以法律语言学学科的内涵及定位作为出发点，梳理了法律和语言的涵义和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法

律语言学的定位，最后对未来法律语言学体系建设趋势展开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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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当前，我国多数高校将法律语言学这门学科放入硕

士点、博士点的专业学科中，该学科屹然成为当代人文

学科的一部分。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定位是其第一个构成

要素，对法律语言学学科的内涵分析和定位研究是推动

学科深入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关于法律语言学的内涵

及定位研究在我国法律语言学发展的几十年间被不断探

讨。

1 语言和法律的涵义和相互关系
法律语言学中的两个研究对象分别为“语言”和“法

律”，这两个概念作为法律语言学的要素，有自己领域

的所属视域和涵义 [1]。那么，要想界定法律语言学的学

科内涵和定位，首先要把握语言和法律在广义和狭义上

的涵义。

从狭义范畴来讲，语言是有声的语言符号以及书面

文字形式的载体；从广义范畴来讲，除了狭义范畴的语

言形式外，也涵括任意能表达意义的符号媒介系统。至

于“法律”这一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

法律范围太过于宽泛，并不能完全详细地进行界定，但

简言之，法律本身是一个较为抽象的事物，属于文化释义，

对法律的阐述和施用需要依靠事实来作为支撑，因此法

律本身也是一个文本。

那么在分别了解法律和语言的含义之后，便可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即法律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宏观层面上

涵盖一切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和实践活动，而法律需要

本体支持，因此语言作为一种记录符号，便成为了法律

的本体世界。也就是说，法律和语言之间本就是形影相

随的关系，在语言学和法学研究相结合时，便肯定会出

现一种新的研究形式。

2 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定位
国内不少语言学学者对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存在

几个不同的观点。例如，彭京宜撰写了以语用学为核心

的《法律与用教程》，有学者则主张将法律和语言的结

合称为“法律语用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哲学观的

角度来审视和剖析法律语言，因此提出了“法哲学”的

概念；以潘庆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法律语言是在特殊领

域范畴的应用，因此属于语体研究范畴。当然，针对法

律加语言的学科的定位，呼声最高的定位和涵义的准确

表达还是“法律语言学”这一形式较多，是目前国内较

为流行的观点，将法律语言学视作语言学和法学结合的

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既具备法律的规定性、权威性，又

体现出语言在不同领域的实用性。因此，法律语言学是

从“法律语言”开始研究的。“法律语言”即“法律的

语言”或“法律领域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意思 [2]。

显然，关于学科的定位和涵义解析和存在不同的见

解，不同的定位所代表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也

有利于学术观点的推进。比如说，研究法律语用可以更

好掌握语言在法学领域的灵活运用，把握语言表达规律。

又比如，法哲学角度的研究能够更好推进关于法律语言

学中的法学理论的剖析，从法理层面显露不同的语言现

象。此外，就一门学科而言，其定位除了涉及的研究对

象这一内容外，还涵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系统的构

建 [3]。针对法律语言学，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讨论，法律

语言学属于广泛含义，而法律语体学则属于狭义范畴，

同时法律语言学的内容之一便是法律语言的语体。从法

律语体的角度去理解法律语言能在语体的范畴下构建一

个较为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

因此，无论是从语用、语体还是从哲学角度去研究

和推进法律语言，都有利于帮助促进我国法律语言的学

术繁荣，更好为我国法律体系建设服务。现阶段，在我

国法律语言学研究已经出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涉及哲

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 [4]，更是为未来法

律语言研究的拓展开辟方向。

3 我国法律语言学学科的未来定位趋势
3.1 推动法律语言学语料库的发展
在法律语言学学科框架的基础上，随着计算机科学

在语言领域的应用与实践，基于计算机语料库的应用语

言学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近几年也涵盖了法律语言学学

科领域。作为新的研究型范畴，法律语言学语料库的研

究将是未来法律语言学发展中的一大研究趋势。尤其是

随着法律语言应用研究所的设立，以宋北平、杜金榜、

廖美珍等学者为带领者的研究队伍获得了不错的法律语

言语料库构建成果，在此背景下，法律语言语料库研究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语料库作为技术支撑，可实现定

量研究，通过语体、小句的分析，提供可靠的原始数据。

宋北平博士曾就法律语言学语料库的话题明确指出，法

律语言语料库是法律语言研究的基础，也是法律语言标



10

  2021年 3卷 5期  ISSN: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准化、规范化的工具 [5]。目前，已经构建了基于法律

语言语料库的相对实用、权威的语料库工具载体，例如

一系列法律平行语料库、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均具

有非常广阔的发展潜力。

3.2 逐步在学科中融合法律文化要素
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智慧结晶，

这些结晶以文化的形式出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可以说，

法律实践活动的结晶便是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渗透在法

律领域的研究中，是各类法律现象研究的文化根基，同

时也是法律语言学科发展的宏观理论背景。因此，法律

语言学作为交叉学科，在发展到必要阶段时，必定会向

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将理论、实践、文化交流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中西法律语言文化的研究和中西法律语言比

较研究正在成为法律语言学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之

一。举例来说，张法连的《中西法律语言与文化对比研究》

就是学科向语言文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著作，该书整合了

跨学科特征，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分析了语言学和法律

的结合，强调了法律语言和文化的融合，成为法律语言

专业的专业书目。

3.3 转变为以司法实践研究的大方向
通过更加丰富的法律文本的语言语体研究，法律语

言学学科正在向中西方司法法规的实践靠拢，焦点转向

法律语言在司法体系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在整合中西方

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的实践研究为法律语言

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理有据的理论支持，越来

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一倾向主要表现为：除了

现有司法文本、审判语言研究，法律语言学研究也将口

头法律语言的研究纳入体系中，扩大法律语言学的涵盖

范畴。同时，随着司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司法研究的开

放性将大大提高，侦察语言、法庭语言等研究也将突破

现有的研究瓶颈，开创新阵地。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法律语言学含义的界定归根到底是法律

和语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经过 30

多年的研究与推动，法律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兼备理论

和实践应用的新的语言学学科。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涉外法律事务也推动着法律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同时也

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跟进探索。对法律语言学内涵和定

位的研究将与学科建设进程协同前进，为未来学科的完

备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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