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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人移译西方律典，绍介西方法学，始自清末变法改制。
初为不得已，意在窥探富强之术，佐治更张。
继则揣索法理，求体用之变，将治式与治道通盘换过。
再則于折冲衡平中，辩事实与规則的互动，究法意与人心的嬗变，努力将人世生活善予安顿。
而凡此百年由东徂西，积劳积慧，既为华夏民族重构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的悲壮奋斗接引学思，终亦
必涓滴汇流，于人文类型的交融呼应中，为全体人类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之砥砺成型，尽吾华夏民
族的法理之思。
“西方法哲学文库”接续前贤，择晚近已有定评的西人法理名篇，译为中文，汇为系列。
凡传统所谓法理学法哲学之论述，不分大陆英美，体裁題材，尽在搜罗之列。
法学同仁，白手起家，同心戮力，奉献于兹，裨丰富汉语法意，增益法制类型间的了解与通融。
设若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则文库编事，当在藉法意而通法制，探寻规
则背后的意义，人生深处的人心；设若晚近人类历史赫然昭示吾人者，不仅在法律为天下之公器，更
在为民族之自然言说，其间必有需予调和周济者，则文库之编事，在求会通，当为此奉献一份祥和。
此既为文库之缘起，更为编事之宗旨，而为全体译友之所寄托也！
许章润舒国滢谨识孔诞两个五百五十二年，西元200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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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通过马里旦自己的语言，将他关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点，介绍给读者。
    第一章将向读者展示马里旦自然法理论的某些认识论背景。
在本章中，马里旦提醒我们：禀赋知识（Knowledge through Connaturality）并不是道德知识所特有的。
审美体验、宗教知识和基本道德知识中都包含禀赋知识。
    在第二章，马里旦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什么是自然法；“自然”的两层含义是什么；我们又如何
可能认识自然法。
    第三章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自然法的特征、自然法与其他法律一如永恒法、普通法（或文明体共同法
）、实在法——的关系。
特别地，本章显示了为什么马里旦会认为后两种法律具有效力并在道德上具有拘束力。
通过本章，我们还可以看出马里旦是如何从自然法理论过渡到承认诸自然性人权和义务的。
    在第四章中，马里旦列举了从其自然法理论中推演出的诸种权利。
尽管本书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但是马里旦所列诸权利却和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所明
确承认的诸权利大致相同。
重要的是，马里旦对这些权利的构成、赖以为凭的道德原则、轻重排序以及赖以存在和实施的诸条件
作了详尽的解释。
如果马里旦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存在相当广泛的值得全人类尊重的权利。
    以上就是对本书各章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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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雅克·马里旦：生平与思想第一章 论禀赋知识第二章 自然法的本体论要素和认识论要素第三章 
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第四章 自然权利索引文献附录 自然法：死亡还要复活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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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禀赋知识第二节 神秘体验在柏格森看来，禀赋知识正是通过神秘体验——正如基督徒祷告
那样——才结出了硕果。
经院主义者的禀赋知识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起来的。
我将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它更是一个神学的而非哲学的话题。
知道以下几点就够了：他们将神秘沉思描绘成圣洁的或超自然的沉思，因为它既要靠信仰又要靠神恩
，是由栖居于人灵魂之中的圣灵启发的。
他们认为，很明显，人们对神圣事物的体验不可能由我们的概念或理念提供，也不可能通过类比被造
物得到。
正是这一神圣体验使得我们能够认识遥远的神圣存在物。
因此，这种超概念性的知识只能通过天赋得到。
这一天赋是一种神恩，是对上帝之爱的分享，是在神与人之间存在的。
托马斯·阿奎那的最重要的评论者们，比如圣·托马斯·约翰，最重要的认识论（Gnoseological）成
就就在于揭示出：在神秘体验中，这种上帝之爱具备了可以意会的客观意义（transit in conditionem
objecti），并取代概念成为倾向性的工具，将智识和被认识物抽象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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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译事之源起，端在吾国已逝先贤张彭春先生。
先生作为吾国代表，出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订立过程中，世界诸种文明思想就人权基础问题碰撞激烈、争执不休，转瞬之间会桌变战场
。
先生秉持吾国“和而不同”之智慧，斡旋周折于其中，力促在抛弃宗教信仰争论和哲学争论的基础上
寻求人权的全球文明道德共识。
最终，《宣言》在人权基础问题上实现了理性与良心的共存，阿奎那与孔子握手言和。
彭春先生将子乙圣人的思想推向了世界，而西人一脉代阿奎那言说的则是马里旦。
二人联手共促《宣言》出台之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感慨赞叹之余，我开始搜寻二位先生的著述。
几经辗转，本书便进入了译者视野。
本书诸章节并非马里旦亲订，而是由后人选编。
全书内容虽少，但基本囊括了马里旦自然法思想和人权思想的精华。
本书体系严密、论证周圆，实为捍卫自然法的佳作。
译事毕，诚惶诚恐，不敢交稿；细思之，难处有二：一日对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思想了解不多
，哲学修为不够。
故此，思想之理解、术语之表达难免出错；二日不诸拉丁语、法语。
对于书中出现之法语引证文字，译者特烦劳翟寅生同学代为翻译，在此谢过！
同时感谢黄涛博士、金钊同学在校对上所给予的帮助。
解放后批资批修时期，马里旦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托马斯主义的最大代表人物”，其著作《人
和国家》即已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刊印发行。
本书的某些人名和术语翻译参考了该书。
正文后附录一篇阐述自然法思想兴衰流变的索引性文献，作为正文的背景性辅助阅读材料。
特别感谢许师章润先生。
本书得以纳入本文库出.版，端赖先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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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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