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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之维》

内容概要

《道德之维：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德法关系研究》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以“法律和道德关
系”问题为主线，指出了该主题涉及的问题领域，并通过梳理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流派的理论
历史和问题意识，阐述了二者各自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目的。论文解释了法律实证主义为何强调“法律
和道德”的分离，这并非是实证主义者鼓吹不道德的法律，而是有着其自觉的问题意识以及实践追求
，在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角度对法律进行重新认识并通过法律“自治”来促进法治。而当代自
然法理论则主要在于恢复道德的客观性，探讨法律应追寻的道德价值。同时自然法学派亦重视法律制
度和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关系，法律制度和人本性的统一性，并强调实践理性。所以，就对法律的理解
和实践而言，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因此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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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维，天津市人，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2013-2014年度牛津大学
哲学系，伦敦大学学院（UCL）法学院访问学者。在《山东大学学报》、《清华哲学年鉴》、《宁夏
社会科学》、《中国妇女研究年鉴》、《新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文章及译文若
干，合译《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上海三联出版社，已出）、《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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