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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论证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法律论证的研究不仅在一般论证理论、法理论、法理学与法哲学方面，而且在大学及法学院
的法律推理课程中，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对法律论证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作概要式的介绍，至今仍付阙如。
　　本书对各国、不同理论传统下的法律论证研究以及有关论证和法律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作一评论性
的概观。
本书侧重于对法律论证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一个能以成体系的、原则的方式体现各种
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
在这个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描绘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本书适用于法律学者、法哲学家、论证理论家、哲学家、法科学生以及所有关注法律论证理论和
实践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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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4　哈贝马斯理论在法学中的应用　　起初，法理论和法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哈贝马斯
的理论不能应　　用于法学。
在和卢曼的论辩中，哈贝马斯极力主张，法律过程因其制度约束　　力不能被视为实践论辩，而只是
策略行为的形式。
　　虽然哈贝马斯的理论似乎不能作为描述实际法律论辩的模式，但它可以　　用作批判法律实践的
工具。
罗特莱斯勒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批评了德国刑事　　程序的实践脱离了实践论辩的理想条件，因为它
对交流可能性进行了不平等　　的界分。
　　法理论和法哲学中对哈贝马斯理论产生的兴趣主要归功于阿列克西将哈　　贝马斯理论运用在其
理性实践论辩理论中这一事实。
为迎合阿列克西对自己　　理论的修正，哈贝马斯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把法律过程看成是一种实践论辩
。
　　结果，他为自己理论的应用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阿列克西关于实践论辩的理论中，基本要素是来自于哈贝马斯理论中　　的规则。
在哈贝马斯理想言谈情境条件的基础上，阿列克西提出了在本章第　　6.2节探讨的四项规则(3.1及3.2)
，阿列克西称之为合理性规则。
商谈的参　　与人被看作是平等的。
因此，他们不应使用强制或使自己受强制影响。
他们　　应准备如果被问及理由时为其言辞辩护。
　　虽然这些合理性规则只能部分地加以实施，阿列克西仍有理由相信它们　　的重要性。
首先，它们界定了可在局部实现的理想条件。
其次，它们成为一　　种工具，可用来批评那些不能理性证立的对参与人权利的侵犯。
　　除了这些只考虑论辩程序的合理性规则，阿列克西又从哈贝马斯关于对　　规范进行实质评价和
证立的理论中引申出一些规则。
阿列克西提出了他称之　　为证立规则的下述两规则：　　(5.1.2)任何规则造成对任何人利益变动的
结果，必须能够为所有人接　　受。
　　(5.2.1)言谈者道德信念所依据之道德规则，必须经得起产生史的批判　　检验。
　　这些规则建立在哈贝马斯可普遍化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如果一　　个满足某人需要的规
范的后果被所有人接受，那这个规范就是可普遍的。
阿　　列克西在其实践论辩的一般理论中介绍了这些规则，但他没有阐明这些规则　　也可应用于法
律论证的方式。
　　阿列克西的理论为哈贝马斯理论创造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它阐明了为什么　　法律论辩可作为理性
交流的形式，因此是一种理性论辩。
某人支持法律论辩　　中的一个规范，得主张每一加入有效法律秩序的人也接受该规范。
这样，在　　法律论辩中，论辩者依据限制性条件，其主张就是理性的。
　　虽然有几种不同的限制性条件(关于时间限制，还有在刑事程序中被控　　者的非自愿加入)，但
作为法律过程一方的当事人，要主张每一个理性人被　　假定是与他一致的。
因此，阿列克西认为，关于理性论辩的理论成为研究法　　律论辩的必要工具。
　　虽然作为法律论证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不预先假定所有的法律论辩都能　　看作没有强制力的自
由论辩，但可以说，参与人的主张是理性的，因而包含　　着对理想前提的希求。
据阿列克西之见，法律论辩是理性商谈的具体形式，　　这意味着在法律论辩中规范性陈述的主张能
在有效法律秩序的框架内得到理　　性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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