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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认识仅仅是认识而不是实践，那么人类的认识活动其实就如众多有趣的思维游戏一样，我们不必
太当真。
但是问题就在于：人的实践总是由它的认识指导的。
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有关理性的一切认识最终都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理性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利器；当马克思指出理性
的阶级性时，他的理论直接成了无产阶级进行“批判的武器”；当西蒙指出理性的有限性时，他不仅
建立了现代决策理论，而且指导着人的现实决策。
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决策，决策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在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理
论并存的情况下，西蒙明确指出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才是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时，这实际上也
是一个决策，这种决策是对决策的指导理论和理沦基础的决策。
不论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还是从“有限理性说”的角度看，对西蒙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这并不表明西蒙建基于“有限理性说”基础上的现代决策理论已然尽善尽美。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西蒙仅仅是从认识论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明有限理性，而作为古典决策
理论的基础，“完全理性”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也就是说，两蒙的现代决策理论要完成对古典决策理论的替代，对有限理性存在的证明还必须是本体
性证明。
这是由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证明能力的不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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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全面揭示理性的有限性，他并没有明确、直接地提出有限
理性这一概念，西蒙从管理学的角度直接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为基础建立现代决策理
论。
但是，有限理性在康德和西蒙那里仅仅具有认识论上的含义，至于有限理性是否具有本体论的含义，
他们并没有涉及。
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以数学证明的方式解决了有限理性的本体性地位，从而使有
限理性具有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含义。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讨论了有限理性在法律中的适用问题。
    读者对象：法律院校师生及司法实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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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容华，女，广西北流人。
广西大学1 988届哲学学士，复旦大学2001届哲学博士，复旦大学2002～2004年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现为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通过哲学思辨与行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有限理性的理论体系，并以有限理性论为基础和中心
展开法哲学、法经济学的研究。
著有《会计行为》，发表论文十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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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有限理性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及其局限性有限理性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就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
证明有限理性的存在。
从逻辑上说，要证明有限理性是存在的，就必须证明：第一，理性是存在的；第二，理性是以有限的
方式存在的，或者主要是以有限的形式存在的。
存在论往往都是以哲学的方式存在的。
在西方哲学中，存在论的形式是相当复杂的，在我们看来，它至少包括理性主义的存在论、非理性主
义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存在论、存在主义的存在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论。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理论直接证明了有限理性的存在，即对有限理性的存在论证明都是
间接证明。
所谓间接证明是指这些理论本身并没有打算证明有限理性的存在，但是这些理论的存在间接地为证明
有限理性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对有限理性的存在进行间接证明的理论包括理性主义本体论和非理性主义本体论，理性主义本体论证
明了理性的存在，正因为理性是存在的，所以有限理性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表面上看，当非理性主义
把非理性作为世界的本原时，也就否定了有限理性的存在，但是由于非理性主义证明非理性的本体存
在是以理性主义的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它恰恰说明：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它
们的存在都具有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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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我的博士论文又是我以同等学力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
《论偶然性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0的继续。
所以严格地说，本书的立意、选题、写作和修改历时整整十年，它从当初的十万字变成二十万字再到
现在这个样子。
当初之所以以偶然性、非理性为选题方向，一方面由于我是一个高度感性的人，唱着“跟着感觉走”
去冒险；另一方面困惑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的偶然性、非理性。
可以说确定选题方向时的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理性主义者和历史非决定论者。
当我把博士论文初稿呈送博士生导师并寻求指导时，他敏锐地洞察了一个历史非决定论者的伎俩，因
此当初对博士论文的修改不仅是“唯物史观对社会演变中理性和非理性问题的解读”过程，也是一个
历史非决定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得以修正的过程。
于我而言，这十年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必然性、感性和理性剧烈冲突的十年，慈父的音容笑貌历历于
前，转眼却驾鹤西去，自己也实实在在地与那令人闻之丧胆的癌症打了一个照面，在这些变故发生时
，不变的是亲情、友情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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