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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的世界里，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语言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语言从两个方面规定了我们生活的意义：首先，我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在一种特定的语
言环境中进行的，不仅精神生活如此，而且，即使是对物质享受的崇拜，也是发生于特定语境之中的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6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　主题研讨——地方的法制　　法律的方法与地方的法制　　地方“先行先试”的法治困境　
　劳动合同法区域实施的困境与应对　　基层法院改革对司法体制变革的可能贡献——以两个基层法
院的司法改革为例论文　中国法律方法研究的偏误与方向　论司法中的规范替代　情理之判的界限：
　中国古代司法中的目的解释论　试论司法调解中的修辞学方法　哈特的规则功利观：路径与方法　
论我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变迁　解释技术、实践逻辑与公共理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解释考察　权
威的解释与解释的权威——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秩序的和平革命延展至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司法姿
态书评与随笔　方法是为优秀的法官存在——刘治斌《法律方法论》简评　对法学“比量”的探究—
—评《裁判的进路与方法》　法学中的诗性思维译文　像修辞家一样思考　推定未列举宪法权利的两
种方法　调查实录　基层法官谈调解——珠三角与闽南地区基层法官访谈实录学术动态　2009年度法
律方法研究综述　全国“法治进程中的地方法制建设”专题学术　研讨会暨第五届“法律方法与法律
思维”学术　研讨会成果综述编后记《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稿约下辑论文主题：普通法法律方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6辑�>>

章节摘录

插图：正是由于情境依赖性特征，司法调解的结论具有某种或然性。
或然性是与必然性相对而言的，必然性的结论往往建立在某种公理或者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或然性的
结论却以道德、伦理、法律等实质理由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说由于存在地球引力，所以苹果必然会向下坠落；但我们不能说由于公民具有纳税的
义务，因此，所有的人必然都会纳税。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不需要纳税是因为他们有免税的理由，法律和其他的社会规则一样，存在许多例外
情形。
而必然性的公理和规律却不存在例外。
调解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原因在于法官在调解中要考量和权衡各种合理的理由。
但是，或然性也绝非偶然性，偶然性是不可把握，无法预测的，而司法调解结论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却
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
司法调解的上述特征导致形式逻辑无法成为法官进行调解和说服的主导性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因为
形式逻辑具有无法消除的“痼疾”：其一，形式逻辑以三段论为典型，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
推理形式。
三段论推理要获得结论，首先要求其前提必须是确定无疑的。
而在法律领域，这种确定性的前提经常不存在，因为法律本身存在着诸多的漏洞和缺陷，法律的概念
时常也是模糊和含混不清的。
更何况在司法调解过程中的许多事实都是模棱两可的。
其二，三段论推理要获得正确或者为真的结论，其前提必须为真值。
然而，法律领域中许多的推理前提都具有或然性、可错性，而不能以绝对的“真／假”标准来衡量。
其三，形式逻辑是一种必然推理，强调结论的必然性，但如前所述，必然性结论以公理为基础，这种
结论具有某种逻辑有效性和强制性，但在具体情境下却可能是不合理的，而调解过程更注重结论的合
理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形式逻辑在司法调解中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出形式逻辑主要是一种在确定
的前提下得出结论的思维和方法。
对如何寻找并发现获得结论所需要的共识性与合理的前提，并通过这种前提进行说理和论证，形式逻
辑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形式逻辑思维无法主导司法调解的过程。
现代社会形式逻辑被视为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的“正统”，多半是由于这种“简单明了”的思维能够
祛除法律人思维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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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2年至今，《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已经出版到第6辑。
感谢所有的热心作者和读者。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6辑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发生了些许重要变化。
事实上，8年来，伴随着这系列出版物的成长，我们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发展
，对如何完善这系列出版物，我们的思路与方向也更加明确。
如果说，8年前，我们在构思这系列出版物的时候，只是感到中国的法学研究应该通过对法律方法与
法律思维的思考促进法律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感到需要通过一系列出版物为实现这个目的建立一
个交流平台，那么今天，我们则比以往更清晰地意识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更
为具体的工作，需要更紧密地与现实的法律活动结合起来，需要对法律实践中的细节性基础性工作投
入更多的关切，也需要把思维方式的转变与现实生活中制度性特别是基层的制度性变革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反映在这《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6辑）上。
概括地说，我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辑的主题研讨，我们选择了“地方的法制
”，将地方与基层的制度创造纳入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方法与法律思
维研究的方向，即面向中国的法律实践。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问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但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规则、制度提供的路径是
分不开的，后者根本上依赖地方与基层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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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6辑)》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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