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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名《集思录》，因为她是一部学术名家讲演录，是大师们思想的荟萃。
这些讲演，以其思想深邃而使读者受益。
“名家论坛”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术立校”的一个缩影。
学术没有围墙，没有学科藩篱，也没有国界。
所以，-论坛讲演人既有中国学者，又有外国学者；既有法学家，也有文史哲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等学科的精英。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在论坛讲演中展示了其学术成就，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
听众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真正的思想者是社会稀缺资源，乃良师益友。
 “集思”喻示了“集四海名家深邃思想，哺法大学子茁壮成长”的论坛宗旨，倡导了百家争鸣、独立
思考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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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研究哲学的，但是我一直对法律问题感兴趣，今天报告的题目是讲哈贝马斯关于事实与规范
之间关系的看法。
实际上就是他的法哲学，他的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主要的内容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本书当
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本非常厚的书。
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翻译过来，翻译的过程同时是学习的过程。
哈贝马斯的工作远远不止写了这本书。
从上世纪50年代加入“二战”后从美国迁回德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后来成为批判理论第二代
的重要人物，50多年来他写了许许多多的书，直到现在还是每年都有新作推出。
对他的思想作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幸好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特别有意思，中译本书名借用了英译本的书名，叫做《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原来的德文版本的书名叫做《事实性与有效性》。
这本书不仅是他的法哲学的著作，而且是哈贝马斯整个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这本书的书名很大程度上对他的整个工作进行了概括。
他的整个工作就在于把事实性与有效性结合起来，处理好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我的报告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事实与规范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
　　事实与规范范畴的区分在哲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一般的哲学史著作当中都会提到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区别，或者是事实问题与规范问题的区别，或者是
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区别。
明确提出这个区别的是英国哲学家休谟。
他提到在道德体系当中（在科学当中不大见到的现象），好多命题是由“应当与不应当”构成的，而
在其他地方命题往往是由“是与不是”构成的。
他觉得这两类命题的区别非常重要。
尤其重要的是从有关“是与不是”的命题当中引不出有关“应当与不应当”的命题。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性是善的”这是一个事实命题。
有人会觉得我们很容易就引出“人应当是善的”这样一个规范性命题。
在儒家传统当中，性善论是个前提，因而是可以这样推理的。
但是在西方传统当中，基督教传统是主张原罪的，但是基督教同样主张人应当行善，而且觉得人性是
恶的和人应当行善之间具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原罪说是基督教整个教义的很重要的部分。
这说明从有关“一个对象是什么”的命题很难推出有关“一个对象应当是什么”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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