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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喜欢法律方法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是依靠个人进取，但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几乎
都是以团队的方式展开。
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方法论这一学科涉及的面太宽泛，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在哲学、逻辑学、修辞学、
语言学、解释学和法学方面齐头并进。
法律方法论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新兴的学科，如果没有一批人在做，只靠单打独斗很难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
很多思想包括对国外材料的解读，都需要一些人在争辩中达致理解。
没有一个团队之间的相互鼓励，一个人很难说能走得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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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什么是裁判的方法? 二、为什么要研究裁判的方法? 三、为什么要通过案例来研究裁判的方
法? 四、为什么要选择民事案例? 五、体例安排 第一章　裁判方法与案例研究 一、案例研究 二、法学
案例研究 三、中外法学案例研究 四、当代中国的案例研究方法 五、裁判方法视角下的法学案例研究 
第二章　案例与司法裁判 一、法学理论对于案例地位的一般理解 二、案例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的
地位 三、案例为什么能够影响司法裁判? 第三章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的前后变化 一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数量与类型 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的形式变化 三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民事案例中裁判方法的变化 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编民事案例前后变
化的原因 第四章　司法裁判中的知识观 一、知识与法学知识 二、规则知识观 三、规则知识观在司法
中的局限 四、司法裁判中的知识观 五、司法裁判者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知识观？
 第五章　司法裁判中的哲学观 一、何谓司法能动？
 二、什么是中国的司法能动？
 三、司法为什么要能动——中美司法能动的比较 四、司法能动是否真的必要？
 五、司法能动是否可能——中国司法“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难题 六、中国“司法能动”
主张的理论贡献 七、司法裁判：服从抑或创造？
 第六章　惯例的法律适用 一、为什么要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研究惯例？
 二、惯例是一种事实而非法律 三、惯例可以成为间接法源 四、惯例经法官的认可才能够成为法源 五
、法官适用惯例首先需要识别、认定和审查 六、惯例的适用范围 七、法官适用惯例的规则 八、结语
：惯例在现代司法适用中的命运 第七章　“法理”的含义及司法功能 一、学科意义上之法理 二、形
式意义上之法理 三、实质意义上之法理 四、法源意义上之法理 五、法理的民事司法功能 第八章　常
识、常理与民事司法 一、司法常识化与司法职业化的主张与分歧 二、常识和常理属于法官的经验知
识和司法的必要前见 三、常识、常理在司法中的作用 四、法官运用常识、常理的限度 第九章　民事
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一、利益衡量方法 二、民事司法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必要性 三、民事司法中法
官如何进行利益衡量 第十章　合同履行中的人身侵权及民事责任——基于《公报》人身损害赔偿案例
的考察 一、合同履行中人身侵权案件的类型表现 二、不构成合同履行中人身侵权的案件类型 三、合
同履行中人身侵权的认定标准 四、合同履行中的人身侵权责任不同于合同违约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或
者特殊侵权责任 五、合同履行中人身侵权案件的归责 结束语 一、本报告的主要观点 二、本报告可能
的点滴贡献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本报告的不足 参考引征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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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裁判的方法，笔者将其称为“法官的法律方法”。
①那么，什么是裁判的方法，是否存在裁判的方法或者法官的法律方法这一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有必要重述一下什么是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法学问题。
 对于法律方法，学术界在语词的使用上存在着“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分歧，并从语词的使用
分歧引出对法律方法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歧。
“法学方法”和“法学方法论”等概念源自于 德国法学界，在英美法学界并不存在同样的词汇。
拉伦茨认为，法学方法包含三层涵义，即“在私法领域将法律规范适用于需要裁判的‘案件’的方法
”、“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方 法”以及“法院发展法律的方法”。
②在英美法学界，与“法律方法论”内容相关的著作主要是由一些实务界的法律人撰写的，他们所谓
的方法论，显然不同于德国法学界对法学的一般科学陈述 或者反思，即不属于法理学或者法哲学意义
上的法学方法论。
而且，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成果，英美法学界主要使用的是“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
维”等概念。
①在引进法律方法论这一知识的时候，在翻译的语词使用上，台湾地区学者选择的是“法学方法论”
一词，如陈爱娥就将德国学者拉伦茨的著作翻译为《法学方法论》。
在本土化研究方面，杨仁寿和黄茂荣则同样也使 用了“法学方法论”一词。
不过在大陆，虽然“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两个词语都在使用，但学者们似乎更偏好使用“
法律方法论”一词。
关于“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概念名词之争，②西方学者认为，法学方法本身就包含法律
方法、对法律方法的外向性的哲学研究以及法学研究方法三部分理论。
③国内则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两个概念属于同一含义；另一种观 点则主张二者有很大区别。
考虑到在中国大陆的法学语境和使用传统下，“法学方法”一词大多指涉的是法学学术研究方法，因
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大陆学者有意识地将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区别开来。
④本书遵循惯例，文中同样也使用“裁判的方法”或者“法律方法”一词，而且主要用来指涉司法裁
判中法官裁决案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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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从山东大学法理学专业博士毕业以后，我从原工作单位西北大学法学院“流动”到了两个单
位，一个是我的新工作单位，也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另一个是吉林大学法
学院——2007年，经依照程序申请，我荣幸地被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接纳为博士后研究人员，
师从导师姚建宗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
进站时，我选择了并不容易研究的“法官的法律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研究”作为自己
博士后研究的选题。
经请教、会商姚建宗老师，得到了他的认真指点和鼓励。
我选择该题的考虑和理由是：首先，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深化。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律事实的解释”，该论文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的小前提问题。
在我看来，“法官的法律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研究”这一题目，虽然从风格上与我的
博士论文选题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从内在逻辑上，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法律事实问题，关注的本身就是法律推理小前提问题。
而法律推理的小前提问题，本身又与具体案件是紧密相关的。
其次，出于学术兴趣和爱好。
受制于自己学术水准的不足，同时也出于对法律知识实践性的关切和自觉认同，我倾向于学术研究的
实践面向，防止和杜绝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变成无人问津的学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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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裁判的经验与方法:民事安全研究》介绍的一些研究是依靠个人进取，但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几乎都是
以团队的方式展开。
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方法论这一学科涉及的两太宽泛。
任何一个人都锻难在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勰释学和法学方面齐头并进。
法德方法论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新兴的学科。
如果没有一批人在做，只靠单打独斗很难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很多思想包括对国外材料的解读，都需要一些人在争辩中迭致理解。
没有一个团队之间的相互鼓励，一个人很难说能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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