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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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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是一部关于法律推理的法哲学论著。
作者始终把法律推理视为法律思维学的核心范畴和实现法治的必要手段来加以论述，在广泛借鉴国内
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时和共时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中国和外国、法律和社会等多重
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法律推理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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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现代法律推理学说　　律师和法官每天都要从事法律推理实践活动，但直到20世纪初，法学
家们还不能令人满意地阐述这一过程的本质，大多数的研究都停留在演绎推理的形式方面。
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其中一个并非不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通俗文化的流行在各个方面对理性的价值产生了排斥，促使
理性机械论在法律领域逐渐丧失地位。
法律领域充斥着现代模棱两可的规则，而人们就事实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更加常见。
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规则的误用、逻辑学上的机械论和逻辑的僵化，使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明显
地受到挑战，法律推理中道德的和社会价值的考虑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视逻辑的有用性和有效性问
题，研究兴趣也开始趋向于高层次的实质推理。
　　1949年E.利瓦伊发表了他的论文《法律推理导论》。
1960年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的K.卢埃
林在他的《普通法传统——上诉审》一书中，对上诉法庭的法律推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同一年，w.Zelennyer在他的《法律推理：法律的进化过程》一文中指出，那种认为法律结论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逻辑推理的观点是肤浅的，逻辑进入法律过程仅仅是偶然的，就是说，法律运用逻辑方法
和运用任意实际上常常是一回事。
1964年J.斯通出版了《法律制度和律师推理》一书，试图将律师推理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加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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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采用了哲学和法学、逻辑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
语义分析、系统分析和价值分析等方法，研究领域具有法理学和诉讼法学叉的特点，不仅可供法理学
专业人员参考，而且值得律师和法官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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