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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喜欢法律方法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是依靠个人进取，但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几乎
都是以团队的方式展开。
这主要是因为法律方法论这一学科涉及的面太宽泛，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在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
言学、解释学和法学方面齐头并进。
法律方法论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新兴的学科，如果没有一批人在做，只靠单打独斗很难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
很多思想包括对国外材料的解读，都需要一些人在争辩中达致理解。
没有一个团队之间的相互鼓励，一个人很难说能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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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道义逻辑及其困境 第一节 道义逻辑的研究对象 道义逻辑，又被称为规范逻
辑或义务逻辑，是刻画规范推理的形式结构及有效推理模式的理论。
 道义逻辑作为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自1951年出现以来，已经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
在1950年代，道义逻辑研究主要采用公理化方法，目的在于为道义逻辑构建合适的公理化系统（von
Wright，1951）、（von Wright，1956）①。
到了1960年代转向为不同的公理化系统构建可能世界语义理论。
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主要是用优先语义理论解释二元道义逻辑。
自197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主要是以时间树框架和增加时态算子为一元道义逻辑系统和二元道义逻辑
系统的可能世界模型给出新的解释②。
到了1990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向用这些时态树结构解释基于行为的道义算子，以及将Stit理论（sees to it
that）融合到道义逻辑的研究中。
①尽管道义逻辑后期的发展的核心仍然建立在前期的道义逻辑理论的基础之上。
但是，对于这些理论的充分性却提出了不少的质疑和批判。
例如，作为道义逻辑研究对象的规范推理，究竟指的是包含不同道义概念的规范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即关于规范的推理呢？
还是基于特定的规范和具体的事实前提推出相应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即适用规范的推理呢？
规范命题是否存在真值？
如果没有真值又如何构建以真值假定为基础的逻辑系统？
道义逻辑作为模态逻辑的一个分支采用的公理化方法和克里普克类型的可能世界语义解释方法是否恰
当？
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道义逻辑是否可能存在，如何评价道义逻辑等基础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一个
具体的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基于什么样的目的、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构建道义逻辑的具体选择问
题，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理论背景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做简要的讨论。
 同时，从逻辑的创始人Von Wright自1950年代以来为修正、改善他原来提出的系统而付出的艰辛劳动
来看，也足以证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von Wright被称为道义逻辑的变色龙，虽然创立了被公认为第一个可行的现代道义逻辑系统，但该系
统涉及的公理和原则没有一条不成为争论和批评的对象，其本人也为不断被发现的问题而随时改变立
场，构建出新的逻辑系统和解释。
这种多变的立场也反映了道义逻辑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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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适应道义逻辑与法律推理研究》抽象地辩论逻辑作为法律方法的作用和局限性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建设性、创新性的工作，我认为传新的这部
专著尽管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青年法学者从事法律方法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适应道义逻辑与法律推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