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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學  
法理學──法律的理念之學。而「法律」是甚麼？「法律的理念」又是甚麼？ 

本課程將體系性地依序探討古代、中古、近代、當代對於「法律的理念」的追尋。 

 
1- 此課程限碩士生和博士生。此課程名額一滿，確定不會加簽。 

2- 加退選前歡迎旁聽，加退選後不再接受旁聽。 

3- 開學的第一堂課就正式上課。第一堂課就缺課的同學，請自動退選這門課。 

4- 公假、事假、病假，缺課合計不超過三次，不會影響成績。超過三次，會嚴重影響成績。 

5- 實體上課時，不許使用 3C 產品 (手機、平板、電腦等等)。能接受者，才選課；不能接受者，請退選。 

 
講授進度 

 

1 序論:  1. 法理學處理的主題 
   2. 處理法理學的方法 

2 古代 (1):  前蘇格拉底時期 0. 古代的法律圖像 
  蘇格拉底 1. 前蘇格拉底 
    1) Anaximander 
    2) Heraklit 
    3) 辯士學派 Sophisten 
   2. 蘇格拉底 

3 古代 (2): 後蘇格拉底時期 3. 後蘇格拉底 
    1) 柏拉圖 
    2) 亞里斯多德 
    3) 斯多亞學派 Stoa 

4 中古 (1): 聖奧古斯丁 0. 中古時期的法律圖像 
   1. 早期的基督教 
   2. 聖奧古斯丁 Augustinus 
   
5 中古 (2): 阿奎那斯 3. 阿奎那斯 Thomas von Aquin 
   4. 奧坎  Wilhelm von Ockham 
   5.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6 近代 (1): 啟蒙時期 0. 近代的法律圖像 
  理性主義時期 1. 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2. 啟蒙時期與理性主義時期 
    1) 社會契約論 (盧梭 + 霍布斯+ 格老休斯+ 湯馬休斯) 
    2) 社會功利主義 (邊沁 + 彌爾) 
   3. 歷史法學派 (薩維尼 Savigny) 

7 近代 (2): 康德 4. 康德 Kant 

8 近代 (3): 黑格爾 5. 黑格爾  Hegel 
    費希特  Fichte 
    謝林  Sch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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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代 (4): 馬克思 6. 馬克思  Marx 

10 近代 (5): 法實證主義 7. 法實證主義 
    1) 起：制定法的概念 
    2) 承：費爾巴哈 
    3) 轉：由「法學實證主義」到「制定法實證主義」的轉向 
    4) 再開出：新康德主義： (1) 邏輯實證主義 
        (2) 經驗實證主義 
    5) 滅：法實證主義的衰滅 

11 當代 (1): Radbruch G. Radbruch: 法律之價值哲學的相對主義 

12 當代 (2): 分析學與詮釋學 分析學與詮釋學的對立與分合 
   1. 分析學 
    1) 分析的法理論 (哈特 Hart) 
    2) 論證理論 (Alexy) 
   2. 詮釋學 

13 當代 (3): 一般法律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 
   1. 英美： 德沃金 Dworkin 
   2. 德國： Karl Larenz 

14 當代 (4): 程序正義理論 Rawls   羅爾斯:  正義理論 

15 當代 (5): 程序正義理論 Luhmann  盧曼:  系統理論 

16 當代 (6): 程序正義理論 Habermas  哈伯馬斯: 言說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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