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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我们怎样“重新发现了人的心灵”，但我们无疑早已进入了“分析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学者被迫在各种话语、多重立场和意见杂陈的喧嚣中找到冷静、客观、理性辩论的基点，
为“心的概念”、可以接受的表达、正确的理解和沟通、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一个商谈的平台。
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亦渐渐蔓延至法学研究者的日常作业之中，我们在哈特、德沃金、拉兹、麦考密克
和阿列克西的作品中已经感受到法学分析和论辩本身所透现的“精致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恰恰是法
学这样一门学问自始不可或缺的。
现代的法律已经逐渐脱离原始法的直观、感性的想象，变得愈来愈抽象和晦暗不明，与工商时代的多
种语境、关系和变数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被多重意义、多种系统环境包裹着的系统。
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创造法律身形的立法者和专事研究的法学者亦难以窥览其复杂交织的
全貌。
不可否认，最优秀的法学者都会在这个利维坦面前显得局促和惶惑。
我们似乎普遍具有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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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无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
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有关“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始终是法律理论永恒不变的主题。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不但会影响到理解法律的方式，而且也会牵涉到如
何看待法律实践的过程与性质。
与此相关，法律实践问题争议的背后，实际上也隐含着法律概念问题的矛盾立场。
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而言，都必须慎重地对待“法律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
然而，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开放性以及具体问题形态的多变性，使得相关讨论不可能漫无边际的展开
，它必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明晰所要讨论的主题与范围，并排除与主题无关的领域。
在我看来，对于理论史的研究恐怕是最好的问题限定方式。
这是因为：其一，由于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理论的问题史，所以法律理论的历史同样展现为那些
衍生自“法律是什么”的系列问题相互争斗的历程。
在这个去芜存精的过程中，很多追问被淘汰的同时，另外的追问却可能始终维持一贯的中心地位。
　　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法律理论史的主题，这也意味着，执着于那些已经被淘汰的问题将是无意义的
。
其二，不可否认，问题的提出方式其实已经隐含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向。
如果研究者能够清楚地明白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困惑着你，那么你也就知道应该到这里、而不是那里寻
找解除这些困惑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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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分离命题是实证主义駒基础命题本章主要是对于理论传统的总结，目的在于寻求实证主义的基
本特征，以便有效地将实证主义与相似或相异的理论区分开来。
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法学流派，实证主义的某些特征应当早已为人们所掌握。
然而，情况似乎又不尽然：首先，就奥斯丁与凯尔森的理论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然远多于共同点
，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同被视为实证主义者呢?如果再加上哈特，情况就更为复杂。
因此，必 须找出上述三人的理论共同点，这一点也将成为实证主义的首要特征。
其次，我们通常认为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是两相对立的敌手，二者不可共存。
但是，追溯理论史，我们发现一个让人极为困惑的问题：霍布斯到底是实证主义者还是自然法论者?有
学者认为他两者兼顾，既是实证主义者又是自然法论者，这可能吗?可能!但是，其条件在于，必须以
否认实证主义与自然法截然对立的常识为代价，然而这恰恰是不可否认的。
霍布斯问题的存在除了表明必须寻获实证主义的特征之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方面，必须谨慎对
待实证主义的来源，所以应当牢记鲁道夫．哈勒的警告：“在历史研究中人们总是可能遇到这样的风
险：将影响回溯的过于往前，以致超出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形成的那种影响及其实际上所起
过的效用的范围。
”另一方面，作为实证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我们也必须知道霍布斯为实证主义提供了何种成分。
这同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如果霍布斯是自然法论者，那么其与实证主义共有的理论成分，并非后
者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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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是在2004年提交给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增删而成。
由于写作时的心境难以复现，此次修正限于文字表述与局部论证方式，并未涉及文章整体布局。
对于实证主义理论萌生兴趣，源于硕士阶段的一个偶然事件。
大概是1997年左右，当时我在苦读非常难以理解的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
我历来有喜欢啃硬骨头的习惯，最难理解的也就意味着是阅读次数最多。
而且，为了更好理解这本书，我又开始阅读同一理论传统的其他著作，这就逐渐走向了哈特的名著—
—《法律的概念》。
然而，理解困难的情形再次发生。
直到硕士阶段毕业，我也只是知道这些著作、尤其是哈特的理论在思想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这个
理论传统的关键术语基本上也能了然于心。
但是，至于这个理论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有这些术语等问题，还是如坠雾里。
直到2000年夏天，我才最终发现实证主义是一套有关法律效力的理论。
于是，原来阅读中的种种窒涩之处，开始有了贯通的感觉。
这也解释了我始终关注实证主义的原因，因为在潜意识中，我始终认为法律效力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
的核心。
如果不能成功解释法律效力的问题，那么裁判过程将会变成一场力量的角逐，而当事人遵守裁判结果
的理由（reason）就会丧失。
这样的话，法社会学就无法成为法律理论的一部分，因为法律的规范性效力问题本来就不在其讨论范
围之内。
只有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才具有此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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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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