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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正当性从何而来”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
作者选取哈特、德沃金与哈贝马斯这三个典型派别的代表人物，立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维度，围绕法
律正当性从何而来这一核心论题，系统地梳理和理性地审视了他们三者怎样从本体层面深入实践层面
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进而铺陈各自的法律正当性理论。
作者从基本立场、论证向度、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比较分析了哈特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
”模式、德沃金的“合道德性的正当性”模式与哈贝马斯的“重建式的正当性”模式之间的分歧，批
判性地考察了三种模式遭到的主要批判、具有的积极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
在比较他们各自理论主张和论证脉络的基础之上，作者突显哈贝马斯商谈论视野中的法律正当性理论
论证模式更具有吸引力和可接受性，并试图充分地汲取和尝试性地运用哈特模式与德沃金模式的合理
内核，提出进一步修缮哈贝马斯纯粹程序论证模式的建议，寻求论证法律正当性问题的更佳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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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哈特通过比较分析习惯与社会规则的区别来阐明社会规则（有时表述为社会规则，有时表述
为规则）。
他论道，无论是习惯或规则的情况，有关的行为必须是普遍的，虽然不必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它们的
相似之处。
以“进教堂须脱帽”为例，这意味着，每当进入教堂，该群体的多数人会重复脱帽这个行为。
同时，它们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差别：第一，就习惯而言，只要求行为者的行为事实上与之相符，对于
背离它的行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批评问题。
比如，我星期六有逛街的习惯，当我某个星期六没有这样做时，这种偏离行为不存在被指责的问题。
在规则存在的情境下，对规则的偏离则会受到批评与制裁，并施加压力强制其服从。
第二，行为偏离了规则的要求，这为批评该行为并对之实施制裁提供了一个正当理由。
第三，习惯只存在着一个“外在方面”的问题，对某一群体中的每个人来说，按照其他人事实上也在
做的方式去行为就可以了。
对于规则而言，除了这个“外在方面”外，还有一个“内在方面”的问题。
在语言表达上，外在观点（the external point of view）可以“我被迫这样做”、“如果⋯⋯，我（或你
）大概将因此而受苦”等形式予以表达，内在观点可以“我（或你）有义务”的方式予以表达。
外在观点与内在观点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规则的态度上。
前者关涉的是观察者的被迫服从，采取外在观点的观察者从一种道德中立的立场来描述行动者遵守规
则的行为或事实（行动者的内在观点）。
后者关涉的是内心真正理解并主动地自愿接受该规则，采取内在观点的人接受规则并把它作为自己和
其他人的正确的行为准则，用它来评价、引导和批判自身及他人的行为，这种主观的批判反思性态度
就是对规则持内在观点。
在哈特看来，内在方面“可极为成功地区别‘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说明放弃权利的自
愿性，说清制定法律规则的主体及法律适用者怎样自觉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
规则规约人们的行动，内在观点说明了规则的存在，规则的存在能够很好地诠释义务的存在，因为规
则的存在相应地设定了义务，义务的存在也是对规则的存在的一种说明，对规则持内在观点表征的就
是规则的这种规范性或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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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与法律:哈特、德沃金与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三种论证模式》编辑推荐：《当代浙江学术文
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纳入《光明学术
文库》出版规划体系。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评审委员会从申请出版资助的书稿中，遴选部分书稿给
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
组织出版《当代浙江学术文丛》，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
代浙江学术品牌的重要探索。
《文丛》将坚持学术标准，倡导学术规范，展示浙江特色，不断推出浙江学术的最新成果。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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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