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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解释学转向的理论背景下对传统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范式所展开的系统反思，《法律解释
的本体与方法》试图借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资源对传统法律解释学进行反思性重构，以建立本体论与
方法论相统一的法律解释范式。
在西方解释学由方法论转向本体论的理论背景下，《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主张将法律解释学建设
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因此，《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采取本体与方法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
，试图缓解本体与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张力。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以司法为中心视角，将法律解释中本体与方法的张力问题进行了分解：在
认识论上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张力问题，在政治哲学上为民主与法治的张力问题，在方法论上为科学
思维与诠释学思维的张力问题，这也是《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研究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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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彬，男，山东邹平人，1980年5月出生，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2005年获山
东大学法律硕士学位，2009年获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法理学方向)。
现为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解释学、法律社会学。
曾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论坛》、《人文杂志》、《学习与探索》、《山东大学学报》、《
内蒙古社会科学》、《海南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亦在《法制日报》、《
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上发表法律时评、学术随笔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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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治、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困境（代序）
导言
第一章 解释学与法律解释
第一节 解释学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
一、作者中心论：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
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的本体论建构
三、文本中心论：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
第二节 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研究的影响和意义
一、本体论解释学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路向
二、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理论的意义
三、本体论解释学在法律诠释学中运用的可能与限度
四、本体论与方法论在法律解释研究中的统
第三节 法律解释的概念与特征
一、法律解释之概念检讨
二、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的区分意义
三、法律解释（诠释）的辩证特征
第二章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及其基础
第一节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
一、方法论意义上法律解释学的形成
二、方法论意义上法律解释学的立场
三、方法论意义上法律解释学的特征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基础
一、自然法思维中的法律解释客观性
二、法律实证主义思维中的法律解释客观性
三、实体本体论的法概念论及其诠释学批判
第三节 法律解释的政治学基础
一、三权分立的分权原则
二、多数至上主义的民主前提
三、法律的至上权威
第三章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及其超越
第一节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
一、法律解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悖论
二、法律解释认识论困境的哲学检讨
三、法律解释认识论困境的实质
第二节 法律解释认识论困境的超越
一、动态实用论之相对主义观
二、整体融贯论之绝对主义观
三、对两种理论进路的综合评价
第三节 适于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一、现代解释学对认识论困境超越的有限性
二、法律解释客观性与有效性的分殊
⋯⋯
第四章 法律解释的政治学难题及其缓解，
第五章 法律解释方法的诠释学省察
第六章 法律适用模式的诠释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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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需要法官既要“向后看”，又要“向前看”，法官在背离立法者历史意图时，必须以保护
基本权利、促进法律优化发展为解释旨向，并通过法官的司法技艺和精湛的法律论证技术说明理由。
如果采取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历史观，历史就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世界，而是呈现为过去、当下与未
来的效果关系中，这样，历史的守成性与进步性就被整合在宪政和法治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动态
性的历史解释作为一个历史实证主义者看来颇具悖论性的概念在这里成为可能。
在下文中，本书将通过列举发生在美国的“韦伯诉联合钢铁公司工人”这一经典案例，具体展示动态
性历史解释中的效果历史原则和独断性特征，该案无法利用国会意图理论对该案进行历史解释，追寻
国会意图或者制度意图的历史解释无法为该案指明清晰的方向，坚持动态性的历史解释则可似得出公
正的司法决定。
这一案例生动地体现出历史主义在法律解释中的谬误，同时体现出通过对立法历史进行动态性考察，
对人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和社会进步价值的促动。
基本案情：1976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格莱姆塞地区的帝皇铝业公司，由于黑人劳动技能的缺乏，他们
难以适应熟练工种，为了保障黑人的就业机会，该公司同意工会为技能性工种建立一个培训计划，并
依照在职员工的资历和工龄作为他们可以参加培训计划的评价标准，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以一比一形
式参加培训，一直到在熟练工种方面的黑人数量达到所有黑人熟练工人在格莱姆塞地区劳动力构成中
的相同比例。
布赖恩·韦伯是受雇于该公司的白人，他申请了该培训计划，但是因资历不足没有成功，尽管他的资
历比相同岗位下的黑人申请人资历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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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是南开大学法学院学术文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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