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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社会
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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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理论的建构方式问题正日益成为新分析法学中的争论焦点。
本书以哈特所提出的描述性法理学主张为研究起点，分别对由这一主张体现出来的描述性方法和概念
分析方法所引发的两个方面的方法论之争进行具体的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些
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进路，以期厘清这场方法论之争的发展脉络以及争论各方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路的
有效性及其限度。
    本书强调，法律理论的建构应当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实践和法律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为根本目的
，相应地，对法律理论建构方式的探讨不应仅仅拘泥于单纯的方法论的派别之争，而应当结合传统的
概念分析方法与自然主义所提供的经验研究方法，这样不仅可以使法律理论的建构重新回到其所试图
实现的根本理论目的上来，而且也有可能进一步为处于困境中的新分析法学提供更为宽泛的研究路径
和更为开放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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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映涵，辽宁鞍山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治学方向为西方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侧重研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及德沃金的平等自
由主义观念。
至今已在《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中国书评》、《西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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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奎因所关注的自然主义主要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
按照奎因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的说法，由于一种有效的后验理论被添加到传统的概念分析中，因此进行
概念分析的适当理由便不再仅仅是它在直觉上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人们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的判断标准，而只不过是要对经验知识状态进行反思性
的澄清而已。
也就是说，哲学转而变成了经验科学的更为抽象的且具有反思性的部分，而不再具有独特的方法或知
识。
由此可见，这种自然主义进路最终所颠覆的就是古典理论所始终追求的那种针对概念而进行的一元化
说明，亦即随着对必要的真实与偶然的真实之间界分的批判，否弃了哲学作为先验真实提供者的地位
，从而哲学便被简化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了。
实际上，奎因并不否认认识论本身的存在，他所主张的毋宁在于，自然化的认识论较之于传统认识论
主张更能够有效地解决认识论所面临的问题，即我们是如何获得有关世界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的，亦
即关注人们所进行的观察与随之产生的理论之间何以产生关联的问题。
因此，奎因强调自己所提倡的自然化认识论“并没有毫无理由地改变主题，而不过是以开放的态度坚
持对旧有的认识论问题进行研究。
并且，由于奎因认为“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同一条船上”，③因此，在奎因那里，自然化认识论的研究
目的就在于试图“找到一种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方式，据此，人们可以根据这种科学传达⋯⋯的感觉
信息来构想这种科学”。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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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每向人谈及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很多学界同仁都会露出讶异的神情，是的，我选择的是新分析实证
主义法学，一个在法律理论中如此重要、研究起来却如此艰涩的领域，尤其是对于一名女性来说。
但是，我可以坦然地说，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眼前的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它记载了我在吉林大学整整十年的求学历程。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带着初出茅庐的喜悦和生涩，我离开了家乡踏上去往北国春城的火车，进入吉
林大学法学院开始了我的漫漫求学生涯，也开启了十年的艰苦跋涉。
在这个美丽而宁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
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作为正义与公平之守护者的法律，也一次次聆听到众多法律学人砥砺智
慧的言语和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大学四年，我逐渐从一个门外汉迈人法学堂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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