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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式合理性、确定性和法治三者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
唯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提供合理化的确定性；而唯有合理化的确定性才能够支撑起法治
的大厦。
在司法过程中坚持形式合理性优先，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可靠地实现实质合理性。
法律思维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可以这样认为，法治成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法律形式的完善，或者，也不在于立法数量的增加和法律
机构的扩张，而在于把法律转化到观念中去，并能运用法律进行思维，因而，研究法律思维具有极其
特殊的意义。
“只有当这个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典型的法律职业者，他们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都受过长期的法律
学习和实践训练，都能够运用法律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其中，法官的法律思维最具有代表性。
在人们看来，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并常常将其和公正严明的法官形象联系在一起。
故此，现以法官的法律思维为例，来探讨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尤其是在疑难案件裁判机制中体现的
司法推理和法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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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可以说，形式合理化程度越高的体系，对理性化的逻辑规则的依赖就越强，反之，则意味着在
给出答案的思维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会起某种作用或起决定作用。
那些具有不同情感的人会基于不同的信念、态度、目的、兴趣和价值倾向，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互有差
别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而且，在发生分歧时，理性的和逻辑的力量如果起作用的话，也是只能起辅
助的作用。
由于形式合理化与答案的精确性和唯一性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凡是有资格被列入科学范畴的思想
和理论体系，都必然具有形式合理化的特点，而且，形式合理化的程度越高，它的科学属性就越会得
到承认。
与以物理学为典型的自然科学相比，那些被用“社会科学”来称谓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之所以在一些人
中间得不到认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们的形式合理性程度较低，以至于在同行的专家之间也
会出现对同一个问题得出相反的答案。
此时如果不借助于“力量的逻辑”（自然死亡或暴力镇压）来解决分歧的话，只要“人还在”，就会
“心不死”，见仁见智的争议永无止息，仅仅靠“逻辑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形成精确和唯一的答案。
二、法律制度形式合理化的表现现代法律制度的理性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实质合理化，即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立场，根据人的需要和人的权利来确定实质合理的价值
标准，使人类社会从神权、特权、极权以及其他非理性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同时，把那些
公共理性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价值公理、原则和规则法律化，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当然，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互竞争的关于如何判定实质合理性的不同标准，如资本主
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或契约论的诸多思想和理论体系，它们
在判定实质合理性方面所采用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即承认和尊重
人权、关注公共福利、实行民主政治、奉行法治原则，等等。
如果背离了这些现代法律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很难被主流文化观念视为实现了实质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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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推理与法官思维》编辑推荐：211工程三期“区域与都市法制”重大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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