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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是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提及与知晓的概念，《幸福的法哲学研究》首次将它作
为法哲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进行系统的论证与解说。
本书横跨数千年的法哲学历史，探寻幸福观念变迁的过程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密切联系。
自由主义权利哲学的兴起逐渐使传统道德观念走向衰退，然而人类又不得不承认自身认识能力的非理
性与历史局限性。
权利的困境、人权理想的分歧等诸多困惑致使现代社会的人们即将面临幸福?流逝与消耗。
自由、正义等传统法哲学价值早巳无法代替幸福，若需要缓解法哲学与权利哲学的困惑，我们是否还
需要抛弃固执的自负，重新站回巨人的肩膀上，回归至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框架之中?还是另寻
一种崭新的更为客观的途径?数据化与信息时代的优势使幸福标准的确立更具客观化色彩，使法律对幸
福的体现有据可依，《幸福的法哲学研究》的尾篇论证了基于幸福观的民主与法治指数，试图构建出
更客观、更能促进幸福的衡量民主、法治程度的标准。

　　《幸福的法哲学研究》是一部借助“幸福”这一关键词汇追踪中西法律几千年法学思想?革历史，
并试图寻找获得幸福的合理途径的粗浅之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并期待学
者们共同探讨建构更能体现并促进幸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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