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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哲学是有诱惑性的，不是因为它的平实朴素，而是因为它所讨论主题的严肃性与深刻性。
本书写作的诱因来自于约翰·奥斯丁及其后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之提问方式、论述方式所构成的挑战
，当今几乎所有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者似乎都必须在下面这些人，即汉斯·凯尔森、赫伯特·哈特、
罗纳德·德沃金、约翰·罗尔斯、约瑟夫·拉兹、于尔根·哈贝马斯以及罗伯特·阿列克西等所限定
的问题域中寻找各自的立场、进路和方法。
本书的写作显然受到了上述诸位法学巨擘之思想的激励，故而试图将他们的问题串连在一起，间或予
以回应与解答。
本书共8章、64个命题，每章由8个命题以及命题展开的内容构成：命题1-8讨论世界、理论与逻辑，宣
示一种逻辑进路的哲学立场；命题9-16论述法学、法哲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提出“法教义学确定法
学的基质和问学方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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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8章、64个命题，每章由8个命题以及命题展开的内容构成：    命题1—8讨论世界、理论与逻辑
，宣示一种逻辑进路的哲学立场；    命题9—16论述法学、法哲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提出“法教义学
确定法学的基质和问学方式”的观点；    命题17—24谈法、存在、行为与规范，提出“在逻辑结构上
，法律规则乃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结合”和“若无裁判规则，法就失去其所应有的本性”的思想； 
  命题25—32探讨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关系，力图证明法律规则是“行为规范”，法律原
则是“证成规范”；    命题33—40讨论法律体系、结构与效力，将法律体系的效力分为“内部效力”
和“外部效力”，并提出“效力赋予”和“程序性确认”的概念及两者的关系；命题41—48谈规范承
受者对法律的服从、抵抗与宪法权威，重点讨论“来自形式的单向性理由”与来自规范承受者之主观
理由之间的关系以及“合法律性危机”问题；    命题49—56讨论价值多元、普遍共识与论证，强调“
不通过理性论辩，无以证成对法或法律体系的反驳或质疑”；    命题57—64的主题是时间、历史、人
与法治，其研究不同时代的法律对不同类型的人类形象的塑造，提出“法治不是完美社会的完美原则
，但无法治则无完美的社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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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世界、理论与逻辑   命题1  这个世界是由理论表述的   命题2  所有表述这个世界的理论都是不完全
的   命题3  表述世界的理论之间是相互竞争的   命题4  相互竞争的理论并非不存在基本的约定   命题5  
这些理论约定的基础就是人类思想所共有的逻辑   命题6  承认这些逻辑的认识论根据在于人类的理性   
命题7  人类的理性是不证自明的   命题8  理性的毁灭是一切理论的最终毁灭 二、法学、法哲学与法教
义学   命题9  法学是充满理论争议的学问，但也有自己的理论约定   命题10  法教义学确定法学的基质
和问学方式   命题11  法教义学沉默之处，便有法哲学   命题12  法哲学的目的在于使法学思想在逻辑上
得以清晰   命题13  法哲学的使  命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认识世界   命题14  法哲学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反思
、解释和批判   命题15  法哲学是多元的，但不必然是混乱的   命题16  法哲学的  命运不是死亡，而是再
生 三、法、存在、行为与规范   命题17  法作为非物理存在，是由人类创设或约定的   命题18  人类创设
或约定法，在于规制人的行为   命题19  法对人类行为的规制具有规范性   命题20  行为规制的规范性可
以通过人类行为的逻辑加以辨识   命题21  人类行为与其应归结的后果之关系不能看作是因果关系   命
题22  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乃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结合   命题23  若无裁判规则，法就会失去其所
应有的本性   命题24  无论行为规则，还是裁判规则，都是通过语言建构的 四、概念、规则和原则   命
题25  从语言上看，法是由法律概念构成的体系   命题26  法律概念是对经验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抽象   命
题27  法律概念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命题28  没有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无以构成，但法律概念
本身不能说明法律规则的性质   命题29  法律规则排除任何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合法律性判断，并由此成
为刚性的独断理由来源   命题30  法律原则并不是行为规范，不直接构成行为理由   命题31  法律原则可
以用作裁判规则，但必须具备条件   命题32  法律原则的适用不是“非此即彼”的 五、体系、结构与效
力   命题33  凡法律规范均构成体系，并在法律体系结构中有效   命题34  离开法律原则，无从认识法律
体系的结构   命题35  法律体系结构诸关系通过法条加以展开   命题36  法律体系的运行功能在于规范内
部统一和因应外部变化   命题37  法律体系是动态的   命题38  法律体系的效力不能由法律体系本身证明
，它的效力基础在体系外部   命题39  法律体系是经赋予并确认有效的   命题40  法律体系是制度化的，
依靠制度化运作 六、服从、抵抗与宪法权威   命题41  法律体系在形式上要求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遵
行和服从   命题42  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自愿遵行和服从法律，必然来自自我的内心认同   命题43  基
于自我的内心信念，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也可能抵抗法或法律体系的效力   命题44  规范承受者个
人或集体抵抗法律体系的效力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制度化力量的抵抗   命题45  对制度化力量的抵抗将会
造成法律体系的“合法律性危机”   命题46  尊重宪法权威是避免“合法律性危机”的必要条件   命
题47  宪法权威的失落，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的解体或崩溃   命题48  重建宪法权威，有赖于整合规范承
受者个人或集体的法律确信，并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 七、价值多元、普遍共识与论证   命题49  在价值
多元社会中，每个人对于法或法律体系，均持有不同的主观价值判断   命题50  对于法或法律体系持各
自不同的主观价值判断，必然造成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和冲突   命题51  即使有统一的法或法律体系，仍
会存在个人或集体的实践差异   命题52  解决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和冲突，应首先寻求具有可公度性的评
价法律的标准   命题53  寻求具有可公度性的评价法律的标准，必须通过“公共领域”的理性论辩   命
题54  理性论辩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论证规则   命题55  理性论辩的目的在于使听众信服并形成共识   命
题56  不通过理性论辩，无以证成对法或法律体系的反驳或质疑 八、时间、历史、人与法治   命题57  
一切法律均处于一定的时间结构之中   命题58  法律的历史并非空洞的时间序列   命题59  因为有了人，
法律的历史才不是空洞的   命题60  法律是人的造物，人也被法律塑造   命题61  不同时代的法律塑造不
同类型的人类形象   命题62  人治是理想的，但未必是现实的   命题63  法治不是完美社会的完美原则，
但无法治则无完美的社会   命题64  世界的未来尚未可知，法治的使  命尚未完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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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4说到底，形式逻辑是逻辑理论或逻辑学，它并非等同于逻辑。
逻辑作为对象的存在，总是对述说或理论保持开放性。
然而，迄今为止，形式逻辑在逻辑理论中具有强势的竞争力，它事实上规定着逻辑的述说进路、述说
方式和述说规则。
述说其他对象的理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照形式逻辑的标准构建体系，或者对形式逻辑的标准作出逻辑
的回应。
5.15古往今来的述说中不乏逻辑的洞见，但它们绝对不以形式逻辑的语言表达，有时形式逻辑的精密
和严格形式化甚至会遮蔽或抑制来自非形式逻辑述说的智慧和悟觉。
5.16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心灵往往不会选择纯粹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思想者内心的细腻洞观，它们
反而倾向于利用体现思想者个人独特心性的表述方式来表达洞见和感受，这些洞见和感受有时美轮美
奂，尽展人类诗性智慧和情感，将形式逻辑的栅栏冲决，激情地跨越形式逻辑的鸿沟，无限地奔驰于
无约束的自由思想之境。
5.17非形式逻辑述说的智慧和洞见并非不符合逻辑，真正不合逻辑的述说是不可理解的。
通过诗化语言表达的述说可能不符合形式逻辑所要求的直线推导的清晰性，它们或许模糊了命题、概
念和对象的边界，将多重繁复的因素用修辞化的方式组接在一起，以省略的表述剪裁冗长的逻辑推导
。
这样的述说反而贴近人类偶尔试图模糊地把握世界的情感需求和认知需要。
5.18诗和逻辑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诗以独特的方式遵循着逻辑的法则。
5.19人类既需要“几何智慧”，也离不开“诗性智慧”。
几何智慧使人类能够穿越自然的枝蔓纵观宇宙的秩序，诗性智慧则使人类能够撩开人性的迷幛通达人
间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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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法哲学沉思录》纯属偶然。
近些年来，我的兴趣所在乃所谓“法学方法论’，，用力尚勤，耗时亦多。
2009年春节回老家湖北随州，游忤水关塔汝山寺，登七级“福星塔”，击钟八度，顿生些许空灵之意
。
返京之后，本打算系统整理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论题学”（Topica）文献，便随手在一张纸片上写下
本书开头的八个命题，当时极其兴奋，尝试将各命题予以展开论证，这样一路写下来，竞不能辍笔，
于是就信马由缰，任由思想自由驰骋，不知不觉，到今日恰好经时十月有余，得六十四个命题，展开
论证二十余万言，小有规模，缀而成册。
时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陆建华两位先生约稿，彼此相谈甚契，遂承诺将书稿托于他们。
在此，对两位出版人的热诚和敬业，特致谢意。
本书并未按照时下流行套路写作，灵感所至，顺应文字；或许因为平素喜好海顿、巴赫、柴可夫斯基
、拉赫玛尼洛夫诸贤的音乐，又经年阅读逻辑之书，乃试图将逻辑与音乐表现风格融合起来，展开逻
辑思考的节拍起伏、律韵承转。
其间得失，个人自知，文字或有部分尚可与人分享，亦不无快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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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哲学沉思录》：法哲学是有诱惑性的，不是因为它的平实朴素，而是因为它所讨论主题的严肃性
与深刻性。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哲学沉思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