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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格拉斯·沃尔顿编著的《品性证据：一种设证法理论》是关于品性证据及其判断的著作。
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应如何正确应用证据和逻辑推理来支持和质疑对品性证据的判断。
本书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即多态模拟推理，亦即多人参与的模拟推理。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运用描述推理刻板形式的规划识别和论证模型能够获得他人品性特征的合理结论
。

《品性证据：一种设证法理论》对合理使用以及滥用品性判断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套根据论证方案
或论据形式判断品性证据的新途径。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设证推理，即从给定数据到解释该数据的假说的推理，这是法庭科学证据领域
非常重要的一种推理形式。
设证推理在人工智能中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假设构建和测试的发现阶段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推理形式
。
在对案件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设证推理被应用于多人对话模式，用来支持和反对某种主张。
本书还介绍了法律推理支持系统的计算模型，以及如何使用品性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关于品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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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特定情况下，怎样判断偏见呢？
在主体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证据。
如果他始终固执己见，即使他人的论证是合理的，也从来不承认他人提出的论证，这就是偏见的证据
。
如果他有一个利害攸关的利益，并且即使存在相反的证据，它也不断追逐这种利益，这就是偏见的证
据。
如果他使用带有偏见的语言以及他使用的定义只具有片面的说服力，这就是偏见的证据。
在显示主体在论证时表现的对话记录中能够找到这种证据，因此，偏见要视情况而定。
不管是正常的还是受正当的对话程序的影响，它取决于对话的环境。
在某些情况下，偏见是正常的，这并不是论证的过错。
如果我们进行谈判，我往往强调我的利益，这是一种偏见，但不是坏的偏见。
但假如我们参与一次批判性讨论，而我总是不断地强调我方的利益，这就是一种坏的偏见。
这是一个在对话背景中如何提出论证的问题。
如果对话是一个批判性讨论，使用的论证类形式应该是双面的。
参与人需要坦然面对和考虑他方论证。
有时候他应该被他方论证说服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自己被说服了。
如果不能按照这种对话所要求的方式进行两方面的思考，这就是一种负面的偏见证据。
发现这种偏见就能够正确地用于质疑或者攻击论者的信誉。
 法律上品性证据的相关性也要视情况而定。
它取决于当事人所进行的对话目的。
在刑事审判中定罪的主要辩论阶段，除例外情况，品性证据往往不具有相关性。
如上所述，《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4禁止一般性使用这样的论证：被告人肯定有罪，因为他具有不良
品性。
同样的品性攻击论证，在刑事审判的主要辩论阶段被认为是不具相关性的，但在随后的判决阶段可能
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兰登（JamesLandon，1997年）很好地阐述了在这两种对话中如何判断品性证据相关性的差别。
在本质上，主要辩论阶段的目标与判决阶段的对话目标是不同的。
在刑事审判的主要辩论阶段，其目标是回顾过去，试图确定特定场合发生的事情。
相反，判决阶段的目标是展望未来，试图确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才是适当的惩罚（兰登，1997年，
第613页）。
在这种对话中，罪犯的品性证据是具有相关性的。
例如，不良行为或者过去被定罪的证据，在判断累犯是否是一个惯犯问题上，它可能是具有相关性的
（第613页）。
因此，作为法律论证的证据，判断偏见和品性均要视情况而定。
 偏见是一种倾向，品性也是一种倾向，但两者的运作方式不同。
在特定情况下确定两者的差别要看它们所处的环境，但这种差别的基础是存在的。
偏见具有片面性，不能敞开考虑双方的论证。
在他个人论证中以及在他对批评和反对意见的反应中可以找到这些证据。
品性是一个人以特定方式行事的一般性格。
从已知的或者报道的个人言行中能够找到品性的证据。
但在论证中，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揭示他的品性。
例如，他回答批判性问题的行为方式对于揭示他的品性非常重要。
因此，品性证据与偏见证据存在重叠。
企图贿赂陪审员的证据或者帮派成员的证据可能归为不同种类，这取决于它所使用的特定环境，以及
它所要证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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