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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的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第一部分强调说明，说理活动依赖人的理性，法律的说理性
建立在人所具有的理性本质的基础上。
理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种机能和能力，意味着人对外界及自身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控制能力。
法律与理性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法律的本体论存在这个法律的根本问题是通过理性话语才被
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其决，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是通过理性话语被论证的。
从历史上看，建构法律的理性话语，目的就是说明法律所具有的一种客观的内在联系，进而依据法律
所依托的普遍原则阐明法律自身的合法性、正当性；再次，各种法律理论、法律话语的分歧都是以理
性概念的分歧为思想背景的。
所以，可以说，“法律是理性的产物”。
这个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律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产物，入具有揭示、认识法律现象
的能力；另一方面，法律现象也包含着可以被人类所把握的理性结构。
基于此，理性法律观通常包括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信法律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逻辑结构，即法律
是一个规则的体系，规则之间存在一种合法的等级关系。
传统的理性法律观认为：规则的合法性要么来自于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自然法的观点），要么依赖
于人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建构起来的更高等级的规则（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
这两个观点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坚信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逻辑思
维能力和形式逻辑，建构一个正当的社会秩序。
这个逻辑思维的形式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部分通过对实践理性的含义以及历史上有关法与实践理性关系学说的讨论，强调说明，围绕法
律的说理活动，关键在于说明、论证法律的正当性。
法律的目的是实践，实践是一个与理论相对应的概念，指人的基于自由选择的行为，理论则是指纯粹
的认识活动，即为认识而认识，为学术而学术。
所以，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人的正当行为确定一个标准。
实践理性则是指人所具有的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
研究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也就在于阐明法律实践者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理性运用于正当行为的选择
过程之中。
行为的正当与否，主要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法学和伦理学存在密切关系，都是属于规范科学。
以往，人们认为，正当的行为来自于人的把握外部客观自然界的知识能力。
所以，道德与知识形成一个联盟。
但是，随着认识的提高，人们发现，规范科学与经验科学根本不同，经验科学在于说明对象的真实性
，规范科学在于说明对象的正当性。
法学所揭示的法律的正当性不在于法律之外的客观实体，而在于法律实践者的社会交往活动的客观性
，即主体相互之间关系中形成的客观性。
而对这种客观性的把握，根本上不能依赖自然科学方法。
所以，把法律理解为实践理性，必要要求人们把法律与道德联结考察，同时拒绝在法学研究中滥用自
然科学方法。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法律实践中的实践理性，强调一方面人们需要把法律与道德联系起来，从而确定
法律的正当性根据；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用道德代替法律。
法律实证主义反对用道德代替法律，应该借鉴这个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坚持形式主义法律观的基本
信条，即严格依法办事。
但是，由于法律本身并不是象法律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完美无缺，所以，又需要借鉴法律经验主义
的观点，从经验角度观察法律现象。
法律经验主义的缺陷在于仅仅把法律看成杂乱无章的经验现象，而忽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是被理性组
织起来的经验现实，从而过于强调“经验”而忽视“理性”。
所以，研究法律实践中的实践理性，就是要分别借鉴自然法理论、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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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源，同时，牢牢把握住实践理性这个环节，运用法律解释学、语言学和法律论证理论的相关知识
，建构一个实践法学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在于：在法律的实践推理环节强调以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为推理的大前提，
承认形式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回避法律规则的开放性，但并不因此而否认法律的
确定性和客观性；认为由于法律实践中广泛的交流与充分的对话必然以交流语言的客观性为基础，故
，规则的开放性和原则的模糊性并不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价值相对主义的结论。
进而说明，法律实践又要严格地遵循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就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法律话语交流
机制和程序，最终解决法律的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的正当性问题。
换句话说，实践法学就是要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建法律的伦理价值基础。
    结束语则主要回顾了本文论题的产生过程。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者来说，“法与实践理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它对了解作者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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