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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哲学》

内容概要

《法律哲学(第2版)》内容简介：就法学著作文献整体观察，与民法、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相比较，法
理学、法律哲学专著的数量相当少。在翻译方面，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的法律译著来自英文著作。虽然
中国台湾的法律深受德国影响，但直接由德文法律著作翻译的书籍并不多见，法律哲学方面更是绝无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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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哲学》

作者简介

曾任德国萨尔州大学正教授，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慕尼黑大学正教授，法哲学与法律信息
研究所所长，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院长。拜因科学院终身会员，被授予德国联邦一级十字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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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哲学》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节  本书目标  第二节  本书内容  第三节  文献第一章  法律哲学的本质、任务与体系地位  第一
节  法律哲学的体系地位  第二节  法律哲学的本质  第三节  法律哲学的任务第二章  法律哲学、法律理
论、法律信条论  第一节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条论  第二节  法律哲学与法律理论第三章  自然法与实证论
——法律哲学的难题史  第一节  为什么要探讨难题史  第二节  欧洲法律哲学的历史概述第四章  自然法
与法律实证论之彼岸  第一节  “第三途径”  第二节  拉德布鲁赫克服法律哲学中自然法与实证论之抉
择  第三节  法律诠释学  第四节  法律论证理论  第五节  一般法律原则  第六节  批判法学研究第五章  从
实务方面思考法律的科学理论  第一节  法官的判决——制定法的精确复写？  第二节  联邦法院与包摄
信条  第三节  法律实务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第四节  法学——只是一种技术？第六章  对法律发现过程合
理分析的反思——法学逻辑及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逻辑简述  第三节  续论：演绎
、归纳、设证——类推  第四节  试论一致性的法学方法论第七章  法律概念(一般法律学说)  第一节  一
般法律学说  第二节  与法律相关的、非原本的法律概念  第三节  法律的基本概念或原本的或类型化的
法律概念第八章  法律与语言——归责作为沟通的过程  第一节  导论、区隔、法学的风格  第二节  法律
的语言功能  第三节  语言的两个方向  第四节  日常语言、社会化、专业语言  第五节  电脑作为法官  第
六节  法律语言的类推性  第七节  归责作为一种沟通过程第九章  法律概念：法律与制定法——实然与
应然的关系  第一节  法律与制定法——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法律概念  第二节  法律概念的历史发展  第三
节  现代制定法概念的发展  第四节  法律概念的发展——再一次：法律秩序的阶层构造第十章  法律理
念：正义作为平等(交换正义)——正义与衡平  第一节  法律理念  第二节  正义作为平等  第三节  正义与
衡平  第四节  附录：公正的刑罚第十一章  法律理念：正义作为社会正义(公益正义，合目的性)  第一节
 伦理善学说  第二节  优先规则  第三节  人权  第四节  一般法律原则  第五节  法律人类学  第六节  结论第
十二章  法律理念：正义作为法律安定性(法律和平)——法律理念的内在紧张  第一节  法律安定性的三
元素：实证性、实用性、不变性  第二节  法律理念的内在紧张第十三章  法律效力：反抗权——人民不
服从  第一节  法律与义务  第二节  自律与他律  第三节  良知——一个主观个体的或客观普遍的判断官
能？  第四节  承认与共识  第五节  法律对人格与良知的类推性  第六节  人格的法律效力理论之结论  第
七节  反抗权第十四章  法律与道德：道德、惯例、风俗、习惯——补助性原则  第一节  界限  第二节  
法律与道德之对立性  第三节  与社会行为所运用规则之关系  第四节  法律与道德间评价之矛盾  第五节 
补助性原则第十五章  “法外空间”学说  第一节  法外空间：法律上有规定，但无评价  第二节  合法的
或违法的：无第三可能性？  第三节  试寻解答  第四节  第三途径：“不禁止一不允许的  第五节  结论
：解决价值矛盾、自行负责原则、宽容  第六节  结语第十六章  自由之判准  第一节  难题之提出  第二
节  康德：自由为超验之理念  第三节  展现自由的类推程序第十七章  战争与和平  第一节  情势  第二节  
“正义之战”的学说  第三节  世界国与世界和平第十八章  法律哲学之现代思潮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正义之程序理论  第三节  真实性理论第十九章  实体上论证之程序正义理论导论  第一节  程序理论之正
确观点  第二节  理性价值认识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三节  对谈之标的  第四节  人作为法律的基础关系第
二十章  宽容原则——多元风险社会的法律哲学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民主：法治国家、多元论与宽容
的契机  第三节  哲学上及方法论上的多元论  第四节  风险社会——以生态及生命伦理学为例  第五节  
宽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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