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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中国法律人而言，比较法就获得了一种极高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多地在内国法
的层面上获得彰显。
为了理解他们自身的法律，中国法律人必须领会外国规则背后隐含的意义与理念，这些外国规则将被
中国采纳，或者将启发中国的立法。
由于外国法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法律文化中形成与发展，因此就不能将其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或任何其他
国家的法律体系中。
为了在内国法的环境下整合有益的法律概念与法律构造，法律人需要理解文化与法律传统，以便能在
最终的整合结果之中达致一种平和的均衡。
在解释、运用对中国或中国人产生效力的国际规则时，了解彼此存在分歧的不同背景相当重要，这些
背景使得法律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中得到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中国人对于合同权利义务有着较之西方法律人（以及商人）更为灵活的态度。
对于西方人而言，合同权利义务具有一种绝对的品性：一旦订立了合同，无论发生了什么，当事人皆
不能从中逃脱。
由此可以说，了解中西之间的差异是极为重要的，而揭示这种差异即是比较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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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种实证主义放弃了法律的自然主义进路，从而区分了具有约束力之规则的外在与内在两
个方面。
由于法律是某种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人们就可以对法律持外在或内在的立场。
在这里，外在性并不意味着一种外在观察者的立场，在外在观察者看来法律就好像其他自然客体一样
。
仅仅通过语言才可能将作为研究客体的法律分离出去，而惟其如此。
法律才是一种富于意义的客体。
法律的外在性与内在性是法律意义的两个方面，而很多自然客体就不具有这种特性。
 这种区分对于理解法律与社会而言是具有本质性意义的。
如果观察者自己不愿接受一些规则，那么在我们面对这些规则的时候，就会谈及外在观点；而如果我
们接受了一个规则并认为它是有约束力的，那么此时内在观点就出现了。
与此同时，哈特抛弃了规则内在进路的情感性解释，即承认情感对于有效规范的存在而言，既不必要
也不充分。
但问题就产生了：我们是否能够与一个规范保持距离，我们是否能够从外在立场出发去体验那个规范
从而去批评它或拒绝观察它？
 根据麦考密克的看法，内在观点应分为认知性与意志性（volitionary）两个方面。
认知性内在观点为这样一些人所特有，他们从属于一个团体，但却不认为某个规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
这种内在观点的认知性角度之所以得以成立，在于其和由意志性内在观点所支持规范之间的关系，团
体中的其他成员认为规则属于他们自己，并在情感上支持它。
因此，麦考密克进而指出，内在观点的两个方面的区别不在于情感性态度，而是团体成员和局外人理
解规范之时各自采用的不同方式，这些不同的方式就决定了设想内在观点的能力。
事实上，社会状况决定了内在视角。
麦考密克引入了外在观点的不同类型，介绍了认知性和意志性内在观点，延续哈特的思考，维持简单
社会事实在审视法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修正的实证主义理论延续了对法律的主客体认知关系。
而在经典实证主义理论下，法律则直接被审视，因为它认为那些被称为法律的意志行为（acts of will）
是孤立的。
修正的实证主义理论不承认我们可以直接获取关于构建法律的意志行为的知识。
这些意志行为通过语言而得以再现；同时，也通过充分参与到那种因加入特定团体而可能产生的活动
之中而得以再现。
因此，意志行为不能继续在主权者宰制的社会语境下来探讨，而是体现在特定社群交往所产生的意义
之中。
实际上，修正的实证主义仍然主张认知性主客体关系理论。
法律被当作独立于法律人的客体来研究，因为仍然有一个社会标准来判定法律人通过语言对法律的理
解。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促使读者重新思考对比较法的理解，特别是如何看待这门学科。
在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日趋提升之时代，关于比较法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却少之又少。
有鉴于此，本书将为之提供极富吸引力的增补。
——PaulaGiliker（布里斯托大学比较法学讲习教授）本书非惟认识论层面之探讨，于比较法理论而言
，亦提供了诸多颇具价值之思考。
读者将在阅读之旅中收获一些启迪思维并大有裨益的洞见。
——MatthewDyson（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法学高级讲师）本书揭示了比较法学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的诸多
争议和分歧。
这些争议和分歧往往深潜于表层之下，以至于只能通过偶然接触到的比较法学者来挖掘出来。
就此而论，本书为那些较之普通“内国法律科学航海家”而言更愿意选择更具风险之航道的探索者不
啻提供了一套航海图册。
——JaakkoHusa（拉普兰大学法律文化与法律语言学讲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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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观译丛:比较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那些较之普通“内国法律科学航海家”而言更愿意选择更具
风险之航道的探索者不啻提供了一套航海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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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的目的在于促使读者重新思考对比较法的理解，特别是如何看待这门学科。
在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日趋提升之时代，关于比较法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却少之又少。
有鉴于此，本书将为之提供极富吸引力的增补。
——Paula Giliker（布里斯托大学比较法学讲习教授）本书非惟认识论层面之探讨，于比较法理论而言
，亦提供了诸多颇具价值之思考。
读者将在阅读之旅中收获一些启迪思维并大有裨益的洞见。
——Matthew Dyson（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法学高级讲师）本书揭示了比较法学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的诸多
争议和分歧。
这些争议和分歧往往深潜于表层之下，以至于只能通过偶然接触到的比较法学者来挖掘出来。
就此而论，本书为那些较之普通“内国法律科学航海家”而言更愿意选择更具风险之航道的探索者不
啻提供了一套航海图册。
——Jaakko Husa（拉普兰大学法律文化与法律语言学讲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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