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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宗教、社会、利益、规范、效益、系统、理性、人文、历史、权力、文学、语言、沟通、身份
：比较作为重构西方法理学体系的关键词，从语境、理据和视域的角度透视西方法理学的学术贡献，
视法理学为一门解释的艺术，视阐释为法理学家的存在方式，体系新颖，观点独特，具有原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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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亚文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3月出生，浙江省天台人。
湖北师范学院本科（1988年）、武汉大学法理学硕士（1993年）、武汉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
（1999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02年—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
京学社访问学者（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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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赫尔墨斯是神的信使，他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在荷马的描述里，他通常是从字面上转达诸神
告诉他的消息。
然而，特别在世俗的使用中，.Herm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
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
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
"诠释就是一种翻译。
就诠释学本身而言，按照德国理论家G.艾伯林（Ebeling）的理解，在希腊语里包含三层意义：一是说
或陈述，二是分析意义，三是转换语言。
无论如何，诠释总是包含了理解、解释和翻译，诠释学是理解和解释的技艺学。
解释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作为一般哲学的解释学。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在1839年出版了《解释学与批判》，狄尔泰将各种具体形态的解释学如神学解
释学、法学解释学等上升为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哲学。
此时的理解和解释仍旧属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范畴。
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哲学解释学。
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解释学提升到哲学的中心位置，伽达默尔在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
—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这一"解释学的圣经"，使解释学由方法论上升为本体论。
"哲学解释学把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来把握，试图通过探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发现人的经验方式，
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
"按照我国学者洪汉鼎的说法，诠释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独断型的，一是探究型的。
前者是把文本中的为人所共知的意义应用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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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是主编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讲授本科生《西方法学流派》（选修课
）和研究生专业必修课《西方法学理论研究》、《西方法学名著选读》的基础上新编的学术书籍，出
版后主要用于法学院本科生（三年级）选修课和研究生的公共课、专业课教学。
本书的提纲由主编拟就，博士研究生伍德志在写作过程中作了大量的联络工作。
写作成员主要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的骨干教师和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书属于初次编辑出版，成书前主要是讲义，参考文献是国内已经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适
当参照英文原著。
本书作者分工如下：导论（徐亚文）、法的宗教解释（陈阳）、法的社会解释（邓珊珊、刘洪彬）、
法的利益解释（邓珊珊、罗文峰）、法的规范解释（占红沣）、法的效益解释（占红沣）、法的系统
解释（伍德志、李玲）、法的理性解释（周雪峰）、法的人文解释（童海超）、法的文化解释（廖奕
、徐亚文）、法的历史解释（何苗）、法的权力解释（王康敏）、法的文学解释（李晓奋）、法的语
言解释（伍德志、徐亚文）、法的沟通解释（邓达奇、徐亚文）、法的身份解释（邵敏、徐亚文）、
法的比较解释（徐亚文）。
博士研究生邓珊珊、张红显为本书的校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主编完成了本书的统稿。
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张琼女士、钱静女士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王晨女士为本书精心设
计了版式，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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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法理学新论:解释的视角》是创新思维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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