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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法理学”，作者指的是对所谓法律的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
析。
就其总体而言，法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其运用的视角，都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心的事相距甚远。
法理学的问题无法参照常规法律文件或依据常规法律文件的推理予以解决，它运用的视角也无法简约
为一些法律学理和法律推理。
许多法理学的问题都遗跨越了学理的、时间的和民族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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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波斯纳）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  译者：苏力 编者：苏力波斯纳，1939年1
月11日出生在美国纽约，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2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即在联邦
最高法院担任秘书工作，1963年转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助理。
在这个主管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机构历练了三年后，波斯纳又到美国的联邦司法部担任助理，1967年出
任美国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席法律顾问，1969年到197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
1981年，里根总统提名波斯纳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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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波斯纳文丛》总译序新版译序原书序绪论  法律的诞生与法理学的兴起    法律和法理学的起源    
法理学简史    本书概要第一编  法律的认识论第一章  作为逻辑、规则和科学的法律    三段论和其他逻
辑方法    规则、标准和裁量权    科学观察第二章  作为实践推理的法律推理    何谓实践理性?    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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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                            三段论和其他逻辑方法    “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
；因此苏格拉底会死。
”就让我从这个恰当且著名的(尽管，我们有时会注意到，这并不是标准的)三段论开始。
这一论证的有效性——而不是结论的真实与否，结论真实与否取决于大小前提是否真实——看上去令
人完全信服。
但这只是因为这个结论，即苏格拉底会死，是包含在大前提对“人”的界定中了。
这个前提实际说的只是：这里有一个贴了标签“人”的箱子，箱子里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会
死”。
小前提则告诉我们，箱子里的东西都有个名字牌，其中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是“苏格拉底”。
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箱子时，我们就知道他是会死的，因为箱子里惟一有的东西都是会死的。
因此，我们拿出来的不过是我们预先放进去的东西。
    于是，通过一种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我们发现三段论有很令人信服的有效性。
(这看起来也许很奇怪，一个人对逻辑的信任竟然是由一个隐喻支撑的；然而，这已经显露出逻辑的有
限性和隐喻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而当我们离开诸如三段沦这种最简单、最明显的逻辑推理的例子时，这种推理的性质和融贯力就变得
不那么明确了。
我们认为，2+2=4的命题根据其定义就是真的，就像苏格拉底会死的命题一样，也是根据定义就是真
的。
但由于在这个数39字的例子中，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都不明确，因此就不能再
用这个具有包容力的隐喻来保证我们信服逻辑推理了。
而且，一旦我们开始提出复杂的数学问题，诸如是否每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例如16就是13与3
之和)，我们就进入一个领域，在这里没有机械的、断然真确的决策程序可供利用，而问题却又很难、
很不确定、外行人无以进入，就如同那些与概念、定义世界不同的经验世界中最棘手的问题一样。
事实上，如今已经证明数学不可能简约为逻辑。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边，而紧紧抓住最简单的法律推理，因为除极少数特例外，法律
人使用的只是这种法律推理。
    三段论的推理非常有力，又为人熟知，因此，渴求自己的活动看上去尽量客观的律师和法官都花费
了很大力气使法律推理看上去尽可能像是三段论。
而过分使用三段论恰恰是受到霍姆斯抨击的那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
但是，今天，被当作贬义使用时，“形式主义”更可能是指过分相信制定法和宪法语言的透明性，并
因此过分相信疑难解释问题会有定然正确的答案，而不是指大量使用三段论。
被当作非贬义使用时，形式主义可能指一种强烈的(这种强烈或许是正当的)确信，即可以通过常规法
律分析手段获得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
常规手段主要是指细心阅读文本，发现其中的规则，然后从规则中演绎出具体案件的结果。
或者，形式主义也可能仅指运用逻辑从前提推导出法律结论。
    形式主义可谓风情万种，但是，它的最有用的意义是从形式和实质的反差中引申出来的。
形式指的是法律内在的东西，实质指的是法律外部的世界，就像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差别一样。
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是通过仅仅在形式层面分析法律来保证的，这一层面的分析只要求探讨法律观
念之间的关系。
而当法律的结果取决于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事实之际，法律的自足性和客观性就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些
事实可能有争议，或者是与创造或解释规则相关的社会事实或伦理事实。
由于逻辑推理探讨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形式(实质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与逻辑(数学意义上的)形
式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很清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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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波斯纳文丛》总译序                                        一    这套译丛是一个很长过程的积浞。
    我从1993年开始翻译波斯纳的著作，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法理学问题》。
此后多年也读了他的不少著作，但是这位作者的写作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因此至
今没有或没有能力读完他的全部著作。
但是自1996年起，鉴于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和普遍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缺乏人文学科
深度，也鉴于希望中国的法官了解外国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素养，我一直想编一部两卷本的《波斯
纳文选》。
在这种想法指导下，同时也为了精读，我陆陆续续选译了波斯纳法官的少量论文和许多著作申的一些
章节，包括《超越法律》、《性与理性》、《法律与文学》、《司法的经济学》等著作。
到1998年时，已经译了80 万字左右。
也联系了版权，但最终没有落实，乃至未能修改最后定稿。
初稿就在计算机的硬盘上蛰伏了很久。
    1998年，我感到自己《法理学问题》的译文问题不少，除了一些令自己难堪的错失桩外，最大的问
题是由于翻译时刚回国，中文表达比较生疏，加之基于当时的一种奇怪观点，希望保持英文文法，因
此译文太欧化，一定令读者很头痛。
我为此深感內疚，并决定重译该书，到1999年上半年完成了译稿。
    1999年lO月，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更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波斯纳的著作；并同样仅仅是为了精读，
我翻译了他当年的新著《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
此后，由于《美国法律文库》项目的启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又约我翻译波斯纳的《超越法律》全
书，我也答应了。
诸多因素的汇合，使我决心把这一系列零零碎碎的翻译变成一个大的翻译项目。
    2000年5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葛维堡教授和欧文。
费斯教授的大力安排下，我从堪布里奇飞到了芝加哥，同波斯纳法官会了面，其间也谈到了我的打算
和决定。
临别时，波斯纳法官同意了我的请求。
    2000年8月回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编辑张越、赵瑞红等给予了积极并且是很大的支持。
会同出版社一起，我进行了很麻烦的版权联系和交易。
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忙里偷闲，特别是利用寒暑假，进行翻译，并组织翻译。
因此，才有了目前的这一套丛书，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二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这套文丛似乎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过程的产物，甚至，挑
剔一点说，未必我就没有减少自己的“沉淀成本”(Sunk COSt)的意图。
但是，总的说来，这套书的选择是有策划的，有斟酌的。
    如同上面提到的，我的选译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二是针对包括
法官在內的读者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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