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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自由与道德》

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学研究生精读书系之一，本部著作，着手解决的问题是利用刑法对道德的强制执行，特别是
对性道德的强制执行。哈特教授首先考虑了约翰·司徒亚特·密尔那著名的宣言：“在一个文明化了
的世界中，强力能够正当地适用于其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在过去的百年
里，这个学说曾受到了两位伟大的法律从业者的尖锐挑战詹姆斯·费兹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伟大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以及普通法史学家；以及德夫林勋爵，他们两位都主张，用刑法来强制执行道德
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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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来自由主义基本已经在我这里成为常识了 
2、从同性恋及其性行为问题看公私权的界限和究竟其中的分界应该被推到什么程度才能维持道德和
法律的互动平衡 书其实很薄 但是读得并不顺 这大概是真正因为翻译的原因让我读着胸口痛的为数不
多的几本书了⋯⋯
3、以人类的苦楚和自由的限制为代价，追求“对道德强制执行”这一形式上的道德，因其实在的内
容为“大多数”所掌握而在整体上成为正当；而其以事实举例，加不当类比进行证明，主要依靠唤起
持相同意见之“大多数”之“同感”而赢得赞许，是有些小无耻的非论文。哈特驳得好。
4、说实话，这本书我没大看的很仔细。哈特的书，我只想看传说中《法律的概念》
5、这翻译怎么了？
6、作为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开山祖师哈特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中，以密尔的自由论为武器，对
以德夫林勋爵和斯蒂芬大法官为首的法律道德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反驳，道德的法律强制在道德上并不
能正当化，相反，任何对道德的法律强制都是对自由的戕害，对此戕害的证成尤为必要。PS：翻译真
烂！
7、学习人家的逻辑
8、翻译真是烂得无极限啊。
9、非常难读懂，虽然大概能知道哈特的观点即不能让法律惩罚那些未伤及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但是
在对斯蒂芬和德夫林勋爵的反驳过程由于翻译问题真的读的是一知半解。
10、文如其名，在法与道德两重评价体系间做出了清楚界分，有区别的分析了家长主义。为法与道德
之间的暧昧关系做出了切割，已经就道德对法律的影响，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执行做出了警示！
11、少了一颗星只因为译者奇怪的翻译啊。不过话说回来，哈特的论证真心不错，给哈特五颗星★★
★★★！
12、翻译的不错，但是译后记写的不行！
13、就风格来说，这本书把哈特流畅的行文风格挥洒得淋漓尽致。仔细阅读后居然从内心深深被感动
了——哪一个功利主义的实证主义法学家能够给我样的感动？这个男人，他用理智，抽丝剥茧地把自
己的情感说给你听
14、所论之事在现代各个文明社会早已不再有什么争议，但论述的方法和逻辑却经典依旧。放在今天
，可以用来讨论群p应该不应该入罪等问题啊。
15、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法学史上它至少被分成三个子问题：（1）法律的定义是否必须以某种
方式援引道德？（2）能否对法律进行道德上的批判？（3）能否对道德进行法律上的强制？第一个问
题引发了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论战，第二个问题引发了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第三个问题引发了哈
特与德夫林之间的论战。这三次论战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英美法理学界的主旋律。《法律、自由与道
德》正是他上述第三次论战的成果。
16、译得~~(╯﹏╰)b
17、大意就是，问题不在行为是否道德，而是法律是否应该干涉，且法律干涉本身是否道德。相比探
讨同性恋是否有道德过错，这个读着很劲道。
很喜欢这样的小册子，比大部头的书读起来舒服太多了。可惜这本现在找不到买处..又不想还书了><
18、极有意思的小册子
19、看不太懂
20、居然是反驳我以前看过的詹姆斯·斯蒂芬的《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哈哈
21、本来想给五分的。毕竟是hart的作品，他就是口碑的代名词。但翻译真是烂，四分吧。核心思想
及讨论法律和道德规制对象的边界问题。他主张道德的法律强制在道德上并不能正当化，任何对道德
的法律强制都是对自由的戕害。论证主要援引了mill《论自由》和功利主义法学的思想。不愧是分析
法学派的大家，论证好严谨～
22、哈特应该和涂尔干谈。
23、没看完。
24、译文真难读。没太懂。主要分析了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执行的合理性，以同性恋、通奸、重婚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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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论述。
25、“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法学史上它至少被分成三个
子问题：（1）法律的定义是否必须以某种方式援引道德？（2）能否对法律进行道德上的批判？（3）
能否对道德进行法律上的强制？第一个问题引发了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论战，第二个问题引发了哈特
与富勒之间的论战，第三个问题引发了哈特与德夫林之间的论战。这三次论战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英
美法理学界的主旋律。《法律、自由与道德》正是他上述第三次论战的成果。”——引用一位前辈的
短评。起初是奔着“刑罚的限度”去看，但哈特如何一路沿着自由主义的进路回击德富林是更重要的
。（昨天有沃尔芬登报告，今天又有换偶纵欲~）
26、大三蹲在凳子上精读的，做了一小打笔记，喜欢推荐给同学。
27、这个翻译半文不白，语法不通，简直是摧残神经。还以为是上个世纪的，结果一看是06年的，真
的很想吼一句：说人话好吗？文中很多翻译是英文语法的语句顺序与文言虚词的莫名其妙地结合。不
懂译者为什么那么喜欢用“之”，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最后那篇‘刑法的限度’语句就很流畅，为
什么前面那么奇怪？
28、没读太懂
29、翻译的不好
30、比较深奥,有机会再读一次.自由主义的立场与严密的逻辑论证
31、概念的分类其功力之深厚
32、看！不！！懂！！！
33、我竟然读了一本只有117个人评价的书。。。
34、2007
35、这个评分是给翻译者的，不是给原著的
36、一本从功利主义和密尔“伤害原则”出发的小书，实在不错。我并不觉得太难理解，或许因为之
前看过Bix的《法理学》，已经讲得足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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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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