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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对司法认知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比较法的考察，重点研究了司法认知范围确定的一般原理
及其在我国运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相关程序保障问题，分析了我国司法认知制度程序的完善途径
。
《司法认知研究》扩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研究的版图，对学界和实务界就司法认知问题的研究均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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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朝秀，女，1967年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获法学学
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获诉讼法学
博士学位。
先后在《河北法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主持研究省级重点课题一项
。
现在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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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发生分歧。
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反对理性主义的天
赋观念说，认为人心只是一块“白板”，它的一切材料都是由经验来的，否定天赋观念的存在。
理性主义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这些知识是自明的、无误的，
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
　　其次是在认识方法上的分歧。
经验主义采取“经验+归纳”的认识方法，强调通过观察实验手段获取知识。
理性主义则推崇演绎推理的认识方法，强调通过演绎的手段获得确定性的知识。
　　再次是经验主义者对常识给予坚信和依赖。
经验主义的知识大厦就是建立在对常识的信赖和推崇上。
所谓常识是指正常的普通人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们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
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这些特性使其清楚明白，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
接受。
常识可以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普遍、最有哲学意义的是关于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自然的根
本法则、逻辑规则、道德的基本原理等方面的常识。
经验主义者之所以对常识抱有本能的信念，是因为常识与经验相通，对常识的信赖就是对经验的信赖
。
于是，经验主义者在常识那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经验哲学确实性的基础：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哲学
不能违背常识，常识是哲学研究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违背常识的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
　　自近代以来，英美法系的认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
由于经验主义坚持经验的可靠性和合法性，推崇“经验+归纳”的认识方法，再加上对常识的坚信和
依赖，使之否认有一种绝对的、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的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是追求
法律的个别正义、法官的造法活动、遵循先例等，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的归纳方式，这种方式体现着
从经验事实出发，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出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法律原则的思维方式。
正因如此，我们说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在政治制度上，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经验主义的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国家政权中行政、
立法和司法严格分立，相互制衡（权力的分散性）。
法官的权力较大，可以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
法官既可根据国会立法，也可以根据判例，甚至可根据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个案作出评判，他有选
择的可能性和余地，而这种选择权也是基于法官的经验。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则是建立在理性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
自近代以来，欧洲大陆一直是理性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否认归纳推理、经验的可靠性，强调真理在
逻辑上的自明和完美，即真理性的认识必须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出发（大前提），再根据个别的
事实或经验与不证自明的观念的结合、对照，推导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认识。
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是追求法律的普遍正义、法律体系的完美、法律规范的详尽等。
表现在法律制度上更多地采用的是演经椎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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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否应提供证据？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但哪种事实是显著的，哪种事实是属众所周知的，这要由法院将其应用到具体事例中的证据法来确定
，这就是司法认知的内涵。
　　——【美】威格摩尔（wjg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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