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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逻辑--关于法律逻辑理论与应用分析的思考与探索(高等学校法学教学系列教材)》由缪四
平所著，作者对法律逻辑提出了多种构想，并对相关主题如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概念等进行了
初步探索。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对法律逻辑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法律逻辑的价值重在应用。
作者将法律逻辑方法运用于案例分析，区分线索推理与证据推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对案情推断
和法庭证据推理中的逻辑方法应用进行了分析。
因而，本书不仅是探讨法律逻辑的理论著作，也是运用法律逻辑分析案例、指导正确办案的思维训练
教材，对办案人员培养法律思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法律逻辑教学与法律人才培养，也体现了法律逻辑的应用。
如何将法律逻辑研究成果应用于培养更多合格法律人才，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理论问题。
作者对法律逻辑教学体系的探讨，为培养法律人才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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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缪四平，男，1963年生，江苏如东人。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法律逻辑学、证据学。
198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逻辑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2003—2004年参加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逻辑学大辞典》的编写。
2005—2007年主持并完成上海市教委社科项目《批判性思维与法律人才培养》。
2006—2009年参加《逻辑》、《逻辑思考》、《逻辑思维训练》等教材的编写并担任副主编。
在《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江西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评戴震关于意见和真理的看法》、《辩证法能否
成为逻辑》、《法律逻辑与法律概念》、《构建法律适用逻辑的初步设想》、《事实推理及其可靠性
》、《溯因推理及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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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法律人的思维与逻辑
第一章 法律逻辑构想
 第一节 构建法律适用逻辑的初步设想
 第二节 关于法律逻辑对象和性质的思考
 第三节 法律思维与法律逻辑
第二章 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及法律论辩
 第一节 法律推理的含义与特征
 第二节 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
 第三节 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
 第四节 法庭论辩的价值和论辩规则的完善
第三章 事实推理、溯因推理及假说演绎法
 第一节 事实推理及其可靠性
 第二节 溯因推理概念的形成及其在法律中的应用
 第三节 假说演绎法及其在侦查思维中的作用
第四章 法律概念剖析
 第一节 法律逻辑与法律概念探索
 第二节 法律概念的功能与作用剖析
 第三节 法律文本中的定义研究
第五章 逻辑方法及其对线索推理、证据推理的启迪
 第一节 司法逻辑应重视逻辑方法的研究
 第二节 河滩少女腐尸案中的线索推理及逻辑推理链
 第三节 泛美航空公司空姐失踪案中的间接证据推理
第六章 逻辑方法应用于案情推断、法庭论辩及错案分析
 第一节 乐沙公路凶杀案的案情分析与案情推断
 第二节 一起受贿案中的法庭论辩艺术
 第三节 云南杜培武冤案形成的认识论原因分析
第七章 法律逻辑教学与人才培养研究
 第一节 法律逻辑教与学
 第二节 批判性思维与法律人才培养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与法学专业逻辑教学改革
附录说明
附录一 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二审判决书
附录二 黄静案判决书
附录三 南京彭字案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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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 本节对广义的法律推理的两个环节即狭义的"法律推理"和"法律
论证"进行了初步分析。
狭义的"法律推理"是为案件事实寻找裁判结论的思维活动，通常以法律直觉的形式完成；狭义的"法律
论证"是为裁判结论寻找充足法律理由的思维活动，完全以逻辑论证的形式实现。
在对狭义的"法律论证"所进行的分析中，着重考察了法律论证作为形式论证和非形式论证的两个不同
侧面，并相应提出逻辑有效性和内容合理性两个评价法律论证的标准。
 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逻辑学界，在对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研究中，都把目光对准了法律推理。
从法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法律推理是法学理论特别是法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的哈特就把法律推理问题作为其法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也把法律推理纳入该刊所列的20世纪80年代的法哲学论题之
内。
在逻辑学界，从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学方法论角度开展的法律逻辑研究，也把法律推理作为法律逻辑研
究的主要内容而予以考察。
虽然目前在国内，法学理论界和逻辑学界都从各自的角度展开对法律推理的研究，但由于法律推理本
身的复杂性及人们考察法律推理视角的不同，迄今为止，对于诸如什么是法律推理这样的问题基本上
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根据人们对法律推理的不同观点，大致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两种：一是关于法律的推理；二是法律适
用推理。
"关于法律的推理"，这个概念比较笼统，外延较广。
这种法律推理观多为法学理论界的学者所主张，逻辑学界很少有人持有这样的看法。
逻辑学界对法律推理的理解一般都是狭义的，即将法律推理仅仅理解为法律适用中的推理。
但即使是在逻辑学界，对于"法律适用的推理"也有不同理解。
有人主张整个法律适用的推理就是法律推理，即法律推理是一个整体概念，它包括寻找法律规范、确
认案件事实及把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并从中得出法律裁判结论的整个推理过程。
也有人认为，整个法律适用推理过程包括三方面的推理，即：关于法律规范的推理、关于案件事实的
推理和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得出裁判结论的推理。
后者将这三种推理分别称为法律推理、事实推理和司法判决推理。
也就是说，后一种观点主张法律推理仅仅是推导法律规范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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