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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法学界对于西方法律思想的研究主要还侧重于对某个具体法学家的法律思想进行介绍或评述
。
当然，随着中国法学研究的深入，这种介绍或评述在内容和观点的把握上也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主要
表现在：一方面，国内众多高校所使用的不同版本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都会简要介绍西方几大法学
流派的各代表性法学家的主要法律思想，并根据最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修订和补充①；与这种介
绍性的教材相适应，我们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介绍或评述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者某个具体法学流派的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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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证法学的理论关怀是世俗的、人间的；哈特在内心深处的情怀越热烈，他表现出来的就越是冷静的
思考。
这种将理性的哲学家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法律人态度结合起来的做法，可谓法律实证主义的根本气质。
    哈特的实证主义是最明白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之局限性的法学。
在哈特看来，自由的价值就是在承认现实制度之缺陷和时代背景之局限的情境下作出选择的努力。
正是依赖这种既有制度之下的约束和抗争，才使人类制度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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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谌洪果，生于1974年，四川西昌人，古镇中长大。
从大西南到大西北求学共七年，因生计而辗转北京深造。
现供职于西北政法大学，教书育人，诚惶诚恐。
将自己定位为一名中国法律人，因为这一角色的艰辛而自豪。
路正长，为了每一个闪亮的日子，愿意在美丽的荆棘路上执着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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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哈特的这个例子本身也是有重大缺陷的。
事实上，在任何理论论证过程中，试图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说明理论的做法本身就有损理论之融贯性和
一致性，甚至有损理论本身的彻底性。
投毒者例子如果仅仅用来分析和颠覆“内在道德”的道德性的话，倒还有一定依据，但这种说明方式
必然意味着对目的的考量，也就是说，哈特就得凭此说明富勒的道德性仅仅是追求“效率”而已，以
便推翻富勒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紧密结合的判断。
但这显然不是富勒的意思，富勒眼中的内在道德显然要实现，而且能够实现效率之外的其他正当目标
。
结果富勒也正是抓住所谓的“效率”批判，而对自己进行了充分的辩解。
在这方面，富勒倒显示出坚持法律之“规则性”的彻底性。
因此哈特其实完全可以不必举出一个投毒者例子，这反而损害了他的表达。
所以，与哈特对规则的分析完全相对，富勒坚持并强调自己秉持的立场，并以此立场批判哈特的实证
主义缺乏目的考量。
他说：“所以当我们说‘法律的道德中立’时，我们不能指法律制度的存在及其认真尽责的管理与人
生事务中道德目标的实现无关。
如果对法制原则的尊重对于促成这样的法律制度是必要的，那么当然可以正常地说那些原则构成了立
法者和法律实施者的特殊的职业(身份)道德(morality of role)。
”①富勒一方面表明对法制原则的尊重乃是实现道德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指明立法者和法律
实施者在维护这种道德时所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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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撰写博士论文起，中间还包括翻译了一本哈特的传记，到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为止，对哈特的研究已
经耗费了我不少的心力，但力不从心，并不满意，也许再写也好不到哪去。
这也是每个人对某一问题进行思考最终都会遭遇的限度吧。
我已经读到国内许多青年才俊对哈特研究的最新文章，他们的研究视角与我不同，学术积累也在我之
上。
我相信并期待不远的将来，中国法学界还会出现一批研究哈特的极有分量的文章。
今后当然还要写作和思考下去，毕竟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即使我常常
想逃离，奔向别的生活。
你用什么样的风格写作和言说，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如何写作，你就如何面对生命与死亡。
所以，我的确对这样的纯学术化和规范化的写作方式感到有些厌倦了。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换换别的写作方式，也就是换另一种活法。
但有些东西是一生也不会改变的。
无论幸运还是不幸，我都已经是法律中人，也可以算成为了学术中人。
无论是法律还是学术，毕竟都不是自娱自乐的东西，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器。
所以无论怎样思考和写作，我相信作为学术的法律是不能放弃对于自由、正义和人类基本尊严的追求
的。
放弃这些，也就等于放弃了法律人的生命意义。
哈特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
读他的文章，你会感觉这个人真的太实在了，做的学问只能用朴素和真诚来形容。
但哈特的思想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深远的影响，还不就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不懈地为了法律的基本价
值，为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而认真思索、与人论战吗?我想这正是我今后必须恪守的基本治学准则：千
万不要使我们所拥有的所谓的知识和才华沦为一种没有丝毫原则和关怀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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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全书研究了“
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书中具体包括了：哈特人生经历和性格与其法律思想的关系、承认规则的提
出及其特点、德沃金对承认规则的批判、边沁对哈特影响的概述、功利主义所面临的批判以及哈特对
功利主义的捍卫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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