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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法律逻辑”的讨论，尽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法律与逻辑的密切关系，以及逻辑
在法律研究和法律适用中的重要作用、意义已为大家共识。
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均证明法律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需要逻辑。
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和奥地利法学家魏因贝格尔在他们合著的《制度法论》一书中指出：“法律科学
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了解法律行为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规范——逻辑关系与它们作为社会现实（即作为实
证法）之间的规范——逻辑关系来理解法律的充满活力的性质。
”法律活动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体现。
人的理性思维是指人类具有鉴别、判断、评价事物和认识真理的能力。
其表现过程是通过争论和具有说服力并使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发现和阐释真理，其根本标志在于思维
的逻辑性。
思维的逻辑性是指人的思维活动遵循逻辑规律，正确地运用概念，恰当地做出判断，合乎逻辑地进行
推理和论证。
所以，法律活动中所体现的人的理性思维，就是思维的逻辑性。
法律逻辑学作为逻辑学与法学交叉的学科，它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充分运用到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
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工作是司法人员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技术操作活动。
它严肃而复杂，它首先要求司法人员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还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思
维能力。
从这个角度讲，实质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就是适用法律的逻辑，是司法人员将一般法律规则适用于待处
理案件之中，论证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的技术工具或智力手段。
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应遵从法律的规律、特征，并从法律思维的实际来研究和探讨法律逻辑的相关
理论问题。
前不久，在我校召开的第十七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工作在司
法战线上的司法人员一起，就法律逻辑的理论和实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大家从不同的工作
领域、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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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逻辑的理论与实践》分为法律逻辑、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逻辑与教学实践以及法律
逻辑与司法实践五编，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法律和逻辑，法律适用中的形式法
律推理研究，法律论证中的积极理由和消极理由，法学院校逻辑通识教育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个案
裁判规范之构建是司法裁决证立的关键等。
《法律逻辑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对法律逻辑的研讨和推动这一学术活动的深入展开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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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法律逻辑法律逻辑研究回顾与展望法律逻辑与法庭科学学科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法律
和逻辑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法律逻辑和科学逻辑的交融——鉴定结论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分
析法律逻辑中的蕴涵是相关蕴涵论证实践中的法律逻辑第二编法律推理中国法律推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浅谈大陆法系国家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论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法律适用中的形式法律推理研究法
律推理研究的新纬度——法律推理的语用转向探析论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第三编法律论证法律论证研
究回顾及述评谈谈诉讼论证的几个问题法律论证中的积极理由和消极理由法律视野中的缺省论证第四
编法律逻辑与教学实践加强法律逻辑教学培养法律思维与实践能力法学院校逻辑通识教育必须关注的
几个问题法律逻辑教学与通识教育四个能力的养成快乐逻辑趣味"智"造——愉快教学在法律逻辑学课
程中的运用初探法律思维训练应强化批判性思维教育简述法学教学中的法律思维训练第五编法律逻辑
与司法实践论法官在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许霆案的逻辑考问个案裁判规范之构建是司法裁决
证立的关键刑事证据收集的逻辑进程司法鉴定工作中鉴定人逻辑推理合理性的评断标准律师辩护中的
逻辑问题浅论新律师法实施后的公诉逻辑法律解释中的逻辑要素论灵感思维与刑事侦查逻辑理论和方
法在刑侦工作中的应用论职务犯罪侦查逻辑思维系统工程法律类型理论和类推方式研究——以考夫曼
类型理论为起点的认识论探究我国当前人身伤害司法鉴定相关问题研究——兼论保辜制度的法律逻辑
意义证据理论与法律认识论前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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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早在19世纪末就揭示了上述观念——把法律原则视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不可改变
的观念是荒谬的。
他指出，其一，对案件进行裁决时要遵守制定法与判例法的规则，要以这些规则作为裁判的前提或依
据，但普通法制定的规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不是从权威那儿理所当然地拿来的，是存在争议的也是
可争议的，对这些规则进行普通法意义上的有目的的推理与决断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对时代需要
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
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
”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在《普通法》开篇说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的数学书。
”③霍姆斯在这里要告知世人的是，包括普通法规则在内的法律是流动变化的，司法判决的最终走向
不但取决于法官从前提导出结论的推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法官对包括普通法的规则在内的裁判前提
的建构与确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在1921年出版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了法典和制
定法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法典和制定法有需要澄清的疑问与含混、有需要填补的空白、有需要淡
化的难点与错误。
他进而指出，法官们不是沉默无语的，也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有资格而且应该是有所建树的，他们
应当承担这样的职责：在司法过程中不但要发现法律而且要创造法律——澄清法律的疑义、平衡法律
的冲突、填补法律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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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案：三探险家A、B、C在沙漠中偶遇。
A与C有世仇，决定借机谋杀C，便偷偷在C的水壶里下了剧毒。
B也想杀害C，但他不知道A已有行动，趁C没留神，B在C的水壶底下凿了一个洞。
不一会里面的水就漏光了。
因缺水，当晚C就死在离营地只有1英里的沙漠里。
谁是凶手？
A是凶手。
但C是渴死的，与A下毒无关。
B是凶手。
B把毒水从C的水壶排掉，延长了他的寿命。
要是没有B，C一喝下剧毒水早就死了，而不可能坚持到晚上。
若C早点赶回营地，他就不会死，B则是C的救命恩人。
虽然C最后没有及时赶回营地，那不是B造成的。
谁是凶手，不同的视角，可能有不同的裁决。
究竟谁是凶手，给出一个合理的、合情的，使控、辩双方都能接受的论说，这应是法律逻辑研究的出
发点和归宿。
法律逻辑，首先是逻辑，但它又不是形式逻辑，也不能完全划归为非形式逻辑，它皈依法律，应：以
公理正义为原则，以不违情理为自然。
由此，提出如下问题：1.关于法律上适用的逻辑。
这种逻辑绝非是仅关涉形式规则的狭义逻辑，这样的结果就将法律的论证方式降低为形式结构，以至
将形式结构与内容要素分开，而偏离法律的特征。
那么这种将形式结构和内容相结合的广义逻辑是什么样呢？
2.关于法律上诸如，自由心证、沉默权的论证、无罪推定、证据排除规则、合理怀疑标准等理论问题
，如何作出逻辑的解释或逻辑归属？
3.关于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的问题，即我们常提到的价值判断问题。
因这种价值判断要涉及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等主观因素。
“儿子与老子打官司，赢了也是输了”；“你跟老婆讲理，那你是不想过了，你跟领导讲理，那你是
不想混了，你跟你自己讲理，那你是不想活了”。
法律逻辑如何论述或解释类似这样的问题？
或如何提供一个逻辑的思维方法？
4.与3相联，关于法律逻辑的功能定位。
是发现和说服，还是工具性、基础性，或二者兼有？
5.关于“理”的问题。
理性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合理性是通往理性的桥梁。
“法的目的并不是验证或解释某些事实，而是就一个行为作出决定”。
①因此，法律活动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说理，来说明“在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允许
的，什么是必须做的。
”④而逻辑学所强调的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也是在说理。
法的“理”，与逻辑的“理”同异是什么？
对“理”的评估和判别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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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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