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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法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探源


张　颵

　　内容提要：汉斯·凯尔森的法学理论与新康德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已为学界所周

知，但究竟是何种关联以及如何关联的，却并不清晰。作为德国二战前最重要的哲学思潮，

新康德主义是凯尔森法学思想的灵感和基础所在。无论是马尔堡学派的先验认知理论，还

是西南德学派的判断和效力学说，都为凯尔森所继受，并纳入到其法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当

中。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学派基础之上的凯尔森法学理论，为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几乎

所有重要的概念。这些新康德主义要素就此成为凯尔森法学乃至法哲学思想研究必要的对

象。然而，凯尔森自己却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新康德主义思想。通过调查，本文不仅揭示两

者之间的关联，也试图间接为我国学者建构中国自身的法学理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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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颵，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导　论

汉斯·凯尔森（１８８１－１９７３）是国际公认的法哲学家、公法学家以及国际法大家。在制

度实践层面，他曾参与起草奥地利宪法，是欧洲首个宪法法院———奥地利宪法法院的缔造

者。他早年成名，享誉欧洲大陆，中年由于纳粹迫害流亡美国，又成为欧陆法学融通普通法

系的关键性人物。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凯尔森发表了 １７，０００多页的作品，被后

世学者誉为“世纪法学家”。然而，越是识见其伟大，困惑与好奇也就越深：那煌煌巨著中深

刻而极富创见的法学思想之源头在哪里？

凯尔森一生的学术运思从未停止，且有过多次明显的学术转向。一般来说，凯尔森的学

术生涯可较为精细地划分为四个阶段：１）理论建构阶段，代表性成果是其教授资格论文《国

家法学的主要问题》；２）先验哲学阶段，始于 １９１５～１６年，１９２２年左右达到顶峰，至 １９３４年

第一版《纯粹法学》出版而结束；３）实在主义阶段，以 １９６０年第二版《纯粹法学》出版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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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４）“语言分析阶段”，该阶段成果主要是他在６０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１〕 前两个阶段可

谓是凯尔森法学思想的形成阶段，后两个阶段则属于调整修缮阶段。若是溯其思想源头，第

二阶段尤为重要。因为在第一阶段，他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过是循着盖

尔伯—拉班德—耶利内克这条德国传统实证主义法学的道路自然延伸而已。〔２〕 而到了第

二阶段，在继受同时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他发展出了独立的法学认识论和纯粹法理论，基

本完成了学术生涯里最重要的作品。〔３〕 故就探究其思想源泉来说，第二阶段至为关键。在

此阶段，从１９１６至１９２２年又可谓是此阶段中的酝酿期。凯尔森一方面仍旧因循传统实证

主义的方法，另一方面已开始吸收同时期哲学的养分。是时，对凯尔森影响甚大者首推国家

法名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除了他的两层理论（ｚｗｅｉＳｅｉｔ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虽受到凯尔森的强烈

批评、〔４〕却也促成凯尔森发展出自己的国家和规范概念之外，耶氏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巨擘，

与西南德新康德主义创始人文德尔班交往密切。通过耶氏这一桥梁，凯尔森得以同西南德

学派深入接触。１９２３年，借《国家法学的主要问题》再版之机，他在前言中专门提及曾受惠

于文德尔班、齐美尔以及凡辛格（Ｈ．Ｖａｉｈｉｎｇｅｒ）等新康德主义者的影响。不过，同期对他产

生影响的首推马尔堡学派的赫尔曼·科亨（Ｈ．Ｃｏｈｅｎ），〔５〕科亨的先验论证直接影响了他的

纯粹法理论建构。１９２３年之后，凯尔森对于系统构建先验概念失去兴趣，其主要工作是同

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唯物主义哲学展开论战，到 １９３４年第一版《纯粹法学》出版，凯尔森法

学思想基本成型。

本文目的在于梳理出凯尔森法学思想与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既

可达到对凯尔森法学理论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亦间接为国内法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方法上的

启示。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就康德哲学与新康德主义作一简要梳理；之后从新康德主义

的两个学派出发，分别以科亨和李凯尔特为各自的代表，分析凯尔森法学思想中，新康德

主义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其法学思想之源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最后，结合我国实际作一简

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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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阶段划分法，参见 ＣａｒｓｔｅｎＨｅｉｄｅｍａｎｎ，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１９９６，Ｓ．１９；相反，鲍尔森则坚持三阶
段划分，Ｓ．Ｌ．Ｐａｕｌｓｏｎ，“Ｆｏｕｒ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ｓ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ｐ．１５３．尽管二者存有分歧，但就凯尔森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这一点来说，二者并无异议，分
歧仅在于１９３４－１９６０年间，凯尔森是否经历了从新康德主义到实在主义的重大转变。此外，还有一种更为粗疏的
划分，以凯尔森１９７９年出版的《一般规范理论》为标志，由于在该书中凯尔森提出了不同于早先的规范观点，故以
此为界，前期为经典纯粹法时期，之后则是晚期纯粹法时期，显然这种划分也不否认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阶段。参

见 Ｏｔａ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ｗ”，ｉｎＲ．Ｔｕｒ，Ｗ．Ｔｗｉｎｉｎｇ（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Ｋｅｌｓｅ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１９４。
在《一般国家法学》前言里，凯尔森写道：“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的论文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

础之上。……如果确有必要指出德国国家法最重要的代表的名字的话，他们是盖尔伯、拉班德以及耶利内克。”

Ｋｅｌｓｅ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ＢａｄＨｏｍｂｕｒｇ１９６６（１．Ａｕｆｌ．ｖ．１９２５），Ｓ．ＶＩＩ。
如《主权问题和国际法理论》（１９２０），《社会学与法学之国家概念》（１９２２），《一般国家学说》（１９２５），第一版《纯粹
法学》（１９３４）等。
耶氏也受到新康德主义影响，认为可从规范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观察法，由此法具有两个层面：法既是社会权力，

又是规范集合。然而，凯尔森认为不同的认知对应不同的对象，因此，耶氏的两层理论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从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法。参见 Ｇ．Ｊｅｌｌｉｎｅ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３．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１２，Ｓ．１３８；Ｈ．Ｋｅｌｓｅｎ，Ｄｅｒｓｏ
ｚ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ｄ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１．Ａｕｆｌ．，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２２，Ｓ．１０６。
在《康德研究学刊》（１９１２）上的一组讨论中，ＯｓｃａｒＥｗａｌｄ认为凯尔森在《国家法的主要问题》中所运用的法律意志
概念和科亨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凯尔森特别澄清，此前他从未读过科亨的书，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运用

相似的方法。参见 Ｓ．Ｌ．Ｐａｕｌｓｏｎ，Ｚｕｒｎｅｕ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ｉｎ：ＤｉｅＲｏｌｌｅｄｅｓＮｅｕＫａｎ
ｔｉａｎｉｓｍｕｓｉｎ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ｅｉｎｅＤｅｂａｔｔｅ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ＳａｎｄｅｒｕｎｄＫｅｌｓｅｎ，Ａａｌｅｎ１９８８，Ｓ．１０－１１。



二　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与新康德主义

关于康德法哲学的立场，学界多有争议，但有共识的是，康德视法学为一门实践哲学，因

此若要回答法律是什么，必然预设了追问实践理性如何可能。相反，凯尔森的法哲学根本上

是建立在康德的理论理性批判基础之上，〔６〕否认存在实践理性。〔７〕 因此，分析新康德主义

哲学对凯尔森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简要梳理下康德的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立场，看

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凯尔森改弦更张，抑或说是什么赋予他灵感，从理论理性批判出发

建构自己的法学理论。

（一）康德哲学与法哲学

康德的理论理性批判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在他看来，无论是笛卡

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所代表的理性主义，还是约翰·洛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尝试都不

够令人满意。为此，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先验哲学。认知既非超越性的感悟，也

非经验的几何累积，而是“只要其先验上得以可能，那么它所涉及的就不是对象，而是我们

对对象的认知方式”。〔８〕 也就是说，康德通过先验哲学所追问的并非何为具体的认知对象

以及该对象的内容，而是对象的先天条件，其对于对象的构成必不可缺。为此，康德首先从

直观的两种形式出发，即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如时间和空间，既不依赖于我们的经验，

也并非关于物自体。它们是“感性直观的两种纯粹形式，知识的先天原则”。〔９〕 由此，我们

可以得到感性直观的先天条件。这种先天直观不可混同于后天的经验质料，因为前者是先

于所有后天经验的纯粹直观形式，而后者则是在时空这一框架之内的变量。只有借助时空

这种纯粹形式，我们才能够确定一个具体的对象。感性就此得到统一的形式，直观虽的确不

是感性所创造之物，但却是感性参与而形成的作品。

然而，若是谈及知识如何可能，仅仅先天的和后天的直观尚且不够，还需要感性与知性

的共同作用。“直观和概念构成了所有知识的要素，概念若没有与之对应的直观，直观若没

有概念，都不可能带来知识。”〔１０〕“没有感性就不会有对象，而没有知性则无法思考。思想无

内容是空洞的，而直观无概念则是盲目的。……只有二者的结合，知识才能形成。”〔１１〕如果

说，时间和空间处于直观的层面，那么范畴属于可将现象界中的多样性连接起来的知性。范

畴因此也具有先天特征，确切说，它们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概念，自然科学得以可能归功于

范畴的存在。就此来说，如果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直观形式必然涉及到现象，因为只有在时空

中才可把握住对象，那么知性范畴则与之不同，它与现象的关联并不那么明显：对象以及直

观可以不因知性活动而存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的其实并非知识而是现象，并非感

知而是经验。那么，知性范畴如何才可与现象相连呢？康德就此指出，只有通过概念，一些

先天的事物才能进入思想，经验知识才得以可能。概念因此成为“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条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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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１９９０，Ｓ．７０－１。
Ｈ．Ｋｅｌｓｅｎ，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ｉｎ：ｄｅｒｓ．，Ｒｅｉｎｅ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２．Ａｕｆｌ．，Ｗｉｅｎ１９６０，Ｓ．４１５．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以下简称 ＫｒＶ），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１９７４，Ｂ２５／Ａ１１．
Ｋａｎｔ，ＫｒＶ，Ｂ３６／Ａ２２．
Ｋａｎｔ，ＫｒＶ，Ｂ７４／Ａ５０．
Ｋａｎｔ，ＫｒＶ，Ｂ７５，７６／Ａ５０．



件”。就如每个直观都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每个经验都限定于范畴之下。现实经验限定在

理论上的可能经验的框架之内。通过这种方式，康德提出了他的重要思想：“所有那些在我

们感觉中发生的事情，必然要受到那些从知性中先天形成的法则的限制。”〔１２〕就上面所提的

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来说，知性范畴作为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并不是从自然中创造这些

法则，而是通过知性成为经验的立法者来对这些法则加以规制。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涉及的就此不再是关于所谓经验现实的理论，而是关于经验现实

之知识的理论。由此，康德完成了著名的哥白尼转向，将哲学从休谟的怀疑论中拯救出来，

使之成为一门科学。这一成就对于后来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凯尔森的法学思想，具有极大的

启示意义。然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并没有继续坚持第一批判的立场。他不再追问对现

实的认知，即描述性的存在，而是追问具有解释性的应然。为此，他将自己的先验哲学做了

适当调整。在实践理性领域中，不再是认知，而是人的自由，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居于中心

地位。这一领域处于因果上被决定的时空这一“知识的先天原则”的现象界之外，而自由作

为实践理性的理念，根本上是一种与实践理性的道德命令相一致的能力，其客观现实性与自

然法则无关，利用经验性论证不可能判定其对错。〔１３〕 可是，如何保证这一自由不是一个幻

觉呢？在康德看来，道德义务普遍有效，并非一个假设，而是事实。虽然说，这样一种理性的

事实作为一种善好意志的表现形式，难免不会受到怀疑论者的“具有主观性”的诘难，但也

因此，若是谈及自由作为“客观实践法则，因而也就是意志与自身的关系”，它必须“完全由

理性来决定”。〔１４〕 实践规范效力的客观性和义务力就此来自于直接且普遍地赋予所有作为

理性人以义务的伦理法。这一“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１５〕就是绝对命令，它对处于“（实

践）法则和自然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的感性行动者〔１６〕产生约束效力，将其行为纳入到按

伦理行动的轨道上来。

从实践理性出发，康德将其法学和德学置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下。绝对命令不仅是德学，

而且还是法学的基础。法律规范和伦理规范都属于实践法则，都是从绝对命令中推导出来

的。若仅就绝对命令的无条件性作为二者共同的结构来说，它们并无区别，不同之处在于，

“所有立法……都可视其内在动机不同而区分。凡使行动成为义务的同时还成为内在动机

的立法是伦理性的；凡在法规中没有包含前述动机，而是允许另一种有别于义务自身理念的

动机的立法，则是法律性的。”〔１７〕后面这种立法是外在强制的立法，其与伦理立法相对，独立

于主体的内在信念。就此而言，法的对象涉及到的并非主体的内在信念，而是外在行动，法

的实现因此并非通过主体的自律，而是通过外在的强制。然而，这一强制法并非任意之法，

而是必须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为依归。于是，康德法学思想面世之后，就法和道德的关系

呈现出两种彼此相反的解读：一种则是实践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种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解释。

前者认为康德的法与道德不可分，但却回到了前批判时期的哲学立场；后者则认为，就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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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性、强制性来说，康德之法严格与道德相分离。〔１８〕 因此，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康德的

法学思想要么是一种背离其批判哲学立场的古典自然法，要么是一种彻底的实证主义法学。

在后面这种强实证法学的解释下，康德对人民的反抗权的否认，〔１９〕就更令人无法接受。因

此，相比起其先验批判哲学，新康德主义者宁可忽略康德自己的法学而另起炉灶。

（二）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流派，毋宁说是一场哲学运动。从时间上看，新康德主义

运动开端于黑格尔与费希特所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绝对形而上学思想衰落之后。自

１８０４年康德去世，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康德哲学退居幕后，黑格尔哲学独领风骚。然

而，１８３１年黑格尔去世后不足一年，就有学者重新发文呼唤康德哲学。不过，新康德主义兴

起的原因却不仅仅因为学者们更钟爱康德，而是由于康德哲学更适合当时的大学环境和政

治形势。在《新康德主义的兴起和形成》一书中，魁克（Ｋ．Ｋｈｋｅ）指出，在黑格尔主义失败

之后，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一种非思辨的科学哲学，那还用不着新康德主义，甚至无需回溯到

康德。由于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失败，德国并没有变成君主立宪国，更别提成为共和国，大学自然

不能免俗。于是，为了将大学变成一个科学的共和国，政治与社会问题被学者们逐出大学的

讲台，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以认知科学为导向的哲学家。就此而言，黑格尔主义并非因为不

适应科学进步而退出大学舞台，新康德主义也非因为反对深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的

时代精神而形成，而是因为符合哲学科学化的趋势而兴起，这种大学哲学科学化的趋势在新

康德主义运动中达到至高点。〔２０〕 概言之，从政治上来看，新康德主义是以自由权利辩护者

的面目而出现，它反对来自宗教和国家对科学自由和良知自由的压制。〔２１〕 就理论抱负而

言，新康德主义通过将康德的第一批判扩展到康德自己没有坚持的实践哲学，力图弥补康德

第一批判体系的漏洞，构建更为科学化的哲学与法学。〔２２〕

从哲学史上观察，可划入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学派不少于７个，然最具影响力的只有马尔

堡学派和西南德学派（也称巴登学派或海德堡学派）。前者主要由赫尔曼·科亨建立，后者

则由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拉斯克（Ｅ．Ｌａｓｋ）所代表，拉德布鲁赫和康托罗维茨（Ｈ．Ｋａｎ

ｔｏｒｏｗｉｃｚ）则是西南德学派的法学代表。如果说马尔堡学派走的是一条康德意义上的逻辑

性、系统性的认知道路，那么西南德学派更感兴趣的是价值论和效力论的批判主义。两个学

派的代表性观点暂不详述，待下文结合凯尔森的思想继受再加讨论。在此仅就不同新康德

主义流派的共同点小作归纳，通过这些共同点，不难发现凯尔森的法学理论多么深地扎根于

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之中。照当代哲学家格洛克（ＨａｎｓＪ．Ｇｌｏｃｋ）的观点，自康德以至今日，德

国哲学中各种不同方向的思潮始终面临着同一论题：鉴于科学的迅猛发展，哲学是否可以

发挥独立的作用。就对此问题的回答来说，德国 １９世纪的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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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００－１８３１年，德国唯心主义阶段：哲学作为一门超科学的学科；２）１８３１－１８６５年，自然

主义阶段：哲学作为一门可以化约为经验科学的学科；３）１８６５－１９００年，新康德主义阶段：

哲学被重建为一门第二秩序的学科。〔２３〕

格洛克指出，德国唯心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超理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学科都

是先天的，哲学甚至能从第一原则中推导出明显是偶然性的事实，所以说，科学在唯心主义

者这里只能是一门超理性的学科。相反，自然主义者根本上都是生物学者。他们将唯心主

义大厦的崩塌视为所有形而上学思辨以及对先天的思考毫无价值的信号，所有学科因此都

是后天的。而就其最广义来讲，新康德主义同时反对前述这两个极端。它认为，哲学既非超

科学，从而可以取代自然科学，也非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是一门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

的、追求先天知识的学科，这一知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经验性知识。因此，所有新康德主

义都严格区分实存与应然，拒绝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方法一元论，科学由此也分为实存科学与

应然科学。另一方面，无论是经验性的确证还是驳斥都不影响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这并非

因为哲学所涉都是抽象的实体，远离现实的经验，而是因为它涉及的是第二秩序，即它不认

为自己描述的是物自体或真正的现实，而是对现实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的反思。由此，可以

发现所有新康德主义的第二个共同点，即反对按照经验科学的模式建立统一性的科学，无论

是西南德学派的康托罗维茨对法律现实主义的尖锐批评，〔２４〕还是凯尔森，如果暂时称其为

马尔堡学派的代表的话，发起的两条战线———其中一条就是批评传统经验实证主义———的

斗争，〔２５〕都是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然而，一旦科学按照这两个标准而确定，必然会引发疑

问：何为新康德主义界定的哲学自身的认识论立场？这一立场其实根本上就是康德的立场，

尽管新康德主义采取了不同于康德的证立方法。确切说，所有新康德主义的立场都是将康

德认识论中属于本体论的那部分———物自体———剥离掉，所剩下的便是现实与认知方法的

构成性：现实并非预先给定，而是通过认知形成的，是范畴综合的产物。西南德学派的拉斯

克和李凯尔特都坚持此立场，〔２６〕凯尔森则在《国家法的主要问题》中明确指出，在这一点上

他不仅同科亨，而且同拉斯克都是一致的。〔２７〕

（三）新康德主义的法哲学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在发展了自己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哲学或者价值哲学之后，特别是在

实践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就如同康德和黑格尔一样，必然要在法学这个实践领域中一试锋

芒。无论是施塔姆勒、科亨还是拉斯克都有着自己的法哲学思想。这里不可能详述每个人

的观点，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他们都对康德的法哲学持消极态度，〔２８〕但其哲学思想既然

承康德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之恩泽，自然都致力于发展一种道德法哲学。典型如新康德主

义法哲学的奠定者施特姆勒提出的正确的法，其在实证法体系之上设定了一个绝对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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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念，以之为准绳来评价当下生效的法律，〔２９〕尽管在他这里，此种正确法的理念不同于传

统自然法那种具有确定实质内容的正确性原则，而是具有可变换的内容。〔３０〕 在科亨看来，

科学乃是一个事实，由此出发，可以通过先验论证来分析和论证伦理原则，从而重建伦理哲

学和法律哲学的统一体。〔３１〕 在这个意义上，凯尔森将二者都归入到自然法学的行列。〔３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斯克，他的法哲学思想的初衷颇类似于凯尔森，乃是为了将法理论从传

统自然法和实证法的泥淖中拯救出来，但他仍然为法保留了一个先验的位置。通过将文化

科学的概念运用到法的领域中，拉斯克区分了法哲学和法科学，前者的对象是绝对的法价

值，而后者的任务则是法律现实的观察。〔３３〕 在他看来，传统自然法学不能成为法学观察的

对象，但是法在其绝对性上必然和正义紧密相关。就此来说，对传统自然法批判的结果并非

否认法哲学上对绝对价值的观察，而是反对将超经验的价值实质化。拉德布鲁赫无疑是西

南德学派最重要的法学代表，他深受拉斯克影响，从价值和文化角度建构自己的法学思想。

长期以来，围绕他的法理论究竟是非实证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观争议不休，但无争议的是其二

战后明显转向非实证主义。就其前期的相对主义立场来说，亦有足够的文本论据表明，他所

秉持的是非实证主义观点，即一种规范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或者说是相对客观正确性，〔３４〕因

为他始终以绝对的法理念为依归。早在１９３２年完成的《法哲学》中，拉德布鲁赫就指出“法

是现实性，其有意义就在于它促进法理念的实现”，〔３５〕加之从法理念出发发展出其后期的

“极端不正义”理论，而思想其实没有发生截然断裂，认定其为非实证主义不无说服力。综

合上述，倘若仔细观察西南德学派的拉斯克和拉德布鲁赫对传统自然法的批判，以及马尔堡

学派的科亨从科学事实出发通过先验论证方法分析伦理原则，就会隐隐约约看见一个身影，

即将规范科学作为事实，既排斥传统自然法学，又反对经验主义实证法学的纯粹法学的雏

形，而这种法学又是之前康德传统影响下的法哲学从未走过的道路。

三　凯尔森法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要素

凯尔森所处的时代，法学面临的处境同康德那个时代传统哲学纠缠于既不可证明也不

可证伪的形而上学理论难以自拔颇为类似，各种学者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形而上学、历史

学等角度观察法学，对法学指手画脚，使法学成为一种光怪陆离的混合物。隐藏在这些观察

方法背后的则是意识形态化和庸俗化的危险，无论学者们出于多么美好的动机，如正义、自

然权利、人民民主等等，反而使得法学成为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斗争的附庸。因此，如何令

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和纯粹的科学，而不致沦为个别人主观愿望的工具，成为凯尔森建构自己

法学理论的现实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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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共同的先验认识论的前提，无疑为凯尔森提供了观察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理

论基础。如果说法这一社会现象并不是法学的当然对象，那么法学所追问的就不是法现象

究竟是什么，而是法学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３６〕 要满足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条件，从

而可以避免康德实践理性的介入，就有必要先找到法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为此凯尔森

引入了著名的归责概念。自然科学以因果范畴为根据，如“水温达到 １００度，所以水变成气

体”，法学则以归责范畴为根据，“如果满足事实构成，就要依法承担责任”。进一步，事实构

成和制裁后果之间如何衔接则成为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求法学成为一个具有规范效力

的科学，因为实存严格区别于应然，应然的效力基础不能来自于事实构成，那么来自于哪里

就成为关键。显然，这仍然得回到前面的认知论基础，回到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认知和认知的对象之间，起衔接作用的是知性范畴，知性范畴将日常经验上的

非逻辑质料经过综合，从而形成判断。这意味着，每个认知性判断不同于单纯心理性的主观

判断，具有客观的意涵。就此而言，认知性判断在于其客观性或有效性。一个判断若没有效

力，它的对象就不能成为认知意义上的对象，所以，认知性判断是一个具有效力的判断。〔３７〕

无疑，归责的效力就建立在判断在逻辑意义上的有效性基础之上。只要事实构成中的判断

具有效力，就可以适用制裁的后果。但是，法学作为一个判断体系，只有一个判断有效尚还

不够，还有必要澄清不同层级的判断之间的关系，也即规范层级理论。显然，一旦确定基础

规范是这样一个逻辑形式向上追溯的终点，就可进一步通过从基础规范开始的授权来解决

规范层级的问题。但是，如何证成基础规范又成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康德主义哲学又

发挥作用，如凯尔森在他的第二阶段期间曾明确将基础规范称之为法学知识的“先验逻辑

条件”。〔３８〕

可见，凯尔森整个法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无处不带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从中既可看到马

尔堡学派先验认知的身影，又可发现西南德学派判断和效力的印迹。然而，凯尔森从未系统

阐述过新康德主义对其法学思想的影响。倘若说他曾明确承认，马尔堡学派直接影响过他，

那么，西南德学派对他的影响大部分都是间接且不明确的，但如上述，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

种影响应该主要集中于两个基本要素上：判断与认知对象的关系以及规范的效力。下面先

从凯尔森对科亨思想的吸收开始，继而详述李凯尔特对凯尔森法学思想的影响。

（一）先验方法与法学作为科学———凯尔森对赫尔曼·科亨思想的继受

赫尔曼·科亨是马尔堡学派的开创者，他反对从心理学角度对康德先验哲学的解读，认

为既然逻辑与数学可独立于心理而存在，完全可以从逻辑和科学的角度重建康德哲学。凯

尔森有意识地吸收科亨思想起因于他之前在《国家法的主要问题》一书中同科亨的不谋而

合，这种巧合主要体现在公法上的法人和意志的概念。在鲍尔森看来，原因可能在于二者有

一个共同的思想源头：吉尔克（Ｏ．ｖ．Ｇｉｅｒｋ）的法学思想。科亨曾受到吉尔克的很大影响。〔３９〕

但由于这一巧合，凯尔森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科亨的理论，更为巧合的是，凯尔森所关心的法

理论建构问题，也即如何证立法学的先天必要条件，使其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亦是科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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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哲学如何成为科学的问题。

马尔堡新康德主义也常被称为“逻辑唯心主义”，因为先验论证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它

是一种用于发现一切知识之非经验性的必要条件的方法。然而，严格地讲，康德并未使用过

“先验方法”一词，先验方法是科亨的发明，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的是先验演

绎。〔４０〕 康德为其理论哲学设定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重建客观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普遍性

条件。为了达此目标，他提出了“先验演绎”的方法：为了证明范畴这种基本的知性概念的

客观有效性，从而科学判断可赖以为基础，康德的先验演绎开始于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先

验统觉。他认为，先验统觉必然预设在每个对对象的认知活动当中。问题是这样一个不容

置疑的前提如何可能呢。康德进而指出，在任何经验性知识中，范畴必然被运用，此种运用

暗示着先验统觉。此处颇值得指出的是，在先验演绎中最为重要的在于，尽管康德使用了物

自体的概念，但他仍旧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对他来说，认知活动不仅“反射”一个客观

既定的世界，而且客观世界根本上就是由认知构成的。〔４１〕 因此，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康德那

里一起出现，范畴不仅是知性的基本概念，而且是客观现实的基本要素。

科亨较之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实际上有所撤退。在他看来，如果认知并非是一种意识，

而是内涵于科学中的事实，那么我们考察的对象将不再是主观现实性，而是一个事实，虽然

它是变化着的，但却是客观既定的。它并非我们认知的工具也非认知的过程，而是科学自

身。〔４２〕 由此，当康德将不容置疑的先验统觉视为论证之前提、却不可避免地遭到心理主义

批判的时候，科亨则从科学出发，将制度化科学的结果之客观性作为论证的前提。于是，不

同于康德的范畴之先验演绎，先验方法并没有将定位于纯粹理性自身的先验统觉作为出发

点，而是将自身建立在已有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先验哲学就不再有 “纯粹理性批判”的

特征，而是对“现已存在的最好的科学结论”的必要前提之各项条件加以分析。

不过，对于科亨由此发展出的法哲学思想，凯尔森不无保留。一方面，凯尔森承认，科亨

对先验方法的解释确实为他自己解决法律问题提供了一条精致的道路；但另一方面，科亨在

其《纯粹意志的伦理》中进一步将先验方法从康德理论哲学拓展到实践哲学的领域，这在凯

尔森看来，实在无法接受，因为科亨将法律科学作为“科学事实”运用为分析伦理原则的起

点，从而将伦理和法律统一起来的做法，实则毁坏了法律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为了清晰地说明康德———科亨———凯尔森之间的承继和发展关系，让我们回到先验方

法的论证。虽然说无论是先验演绎还是先验方法仍旧是当前哲学界讨论的话语，但自从斯

特劳森和斯特劳提出“先验论证”这一概念之后，哲学界更流行用先验论证一词来表达这种

方法。〔４３〕 更重要的是，通过先验论证，先验演绎、先验方法以及凯尔森的论证都可在同一逻

辑语言分析图示下予以比较，因此，下文凡涉及到康德的先验演绎和科亨的先验方法，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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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验论证相称。

先验论证的基本逻辑结构形式为，ｐ是先验必要的；如果 ｐ，那么 ｑ；ｑ是真的，所以 ｐ是

真的。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形式化的说明，实际上的先验论证在内容上要复杂的多。已如前

述，康德先验论证的目标是发现和证立判断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出发点是他的前进性先

验论证，〔４４〕它依赖于这样一个观点：先验统觉（Ｐ１）和思考经验性命题能力（Ｐ２）是两个同样

起源的事物，也就是说，二者彼此不可化约，同时又谁也离不开谁，在先验层面上互相论证。

基于此，可将康德先验论证的过程描述如下：

１）先验统觉预设了形成客观判断的能力，也即思考经验性命题的能力（Ｐ１Ｐ２）；

２）必定存在一个先验统觉（Ｐ１）；

３）因此，思考经验性命题是可能的（Ｐ２）；

４）思考经验性命题又预设了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Ｐ２Ｑ）；

５）所以，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是必要的（Ｑ）。〔４５〕

在上述论证过程中，前提 １）是不证自明的起点，前提 ４）则是认知得以可能的先验前

提。在此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是前提 １）的设定，在康德看来，知性只能通过概念来进行，所

以范畴和先验统觉是同一的，但在怀疑主义者看来，这个“只能”只能在经验意义上成立，所

以尽管康德指出概念的来源，却并没有论证出这种来源的合法性，因此前提 １）过强。二是

前提２）和４），二者采用的是否定式后件推理，即如果 Ｐ２（表示否定），那么就 Ｐ１，既然 Ｐ１是

不证自明的，故 Ｐ２是可能的。然而，这一逻辑推理因过于形式化引发了无数争议，如思考经

验性命题是否必须通过认知媒介，这一媒介是否是我们认知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相关的争

议事实上成为后来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论题。但是，仔细观察这一论证结构，可以发现这一

结构本身因其形式化而具有开放性，在它内部可以不断嵌入新的内容，而这恰恰是康德先验

论证可以不断获得发展的原因。

科亨显然看到了康德先验论证的意义，也意识到康德唯心主义过强的理想性，但在德国

强大的唯心主义传统余波未尽而语言哲学尚未展开的情况下，他的注意力只能更多地放在

对第一个前提的修正上。为了令这一论证更容易接受，科亨的先验论证并没有康德的先验

论证那么大的抱负，他的先验论证可以被描述如下：

１）经由运用于我们已经建立的科学中的最好的方法所认定为真的陈述是真的；

２）这种真的陈述是可能的；

３）真的陈述预设了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

３）因此，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是必要的。

这一论证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仍是前提 １），尽管已经是弱化的前提，因为它既可能是非

事实的，也可能并不必然为真。它仅仅表明的是实际的理由，就好像说，科学是一个事实，如

果那些用我们最好的科学方法所认定为真的陈述不是真的，那还有什么陈述可被称之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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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就此而言，科亨的先验论证不同于前述康德前进性先验论证，其实是回归性先验论

证，即论证是从经验中推理出为该经验所预设的先验原则。〔４６〕

相比起来，凯尔森与科亨的区别仅限于第一个前提，确切说只是科亨先验论证在法学领

域的运用。他认为，法的规范科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从持续了上千年的法律科学这一

事实所证明”。〔４７〕 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属于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科亨的先验论证就可

以转换为法学的先验论证，而且，只需改变一下第一前提即可，其具体的论证步骤如下：

１）经由在制度化的法律科学中所建立的方法认定为真的规范法律命题是真的；

２）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是规范法律命题得以为真的可能性的内在应有之意。

３）所以，经验知识的先天条件是必要的。

显然，凯尔森想要自己的论证成立，就面临着和科亨同样的困难，即第一前提的证立问

题。然而，凯尔森事实上并没有对第一前提的证立进行专门论述，其分散的论说可大致归为

两端：一是，前提１）所涉及到的是法学而非法律，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完全可以不存在

这样一个视角，中国古代没有法学也可以提供反证。不过凯尔森似乎并不在意怀疑主义者

的态度，甚至不打算回答对第一前提的质疑，而理由或许是他认为，如果不承认这一前提，现

在进行的讨论和努力也就没有意义了。二是，即便不承认法学，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个

社会，法以及法律程序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一旦在社会学意义上将某个程序称之为法律

程序，也就意味着将某个特定观点的意涵确定为合法有效，而这其实采用的就是法学的视

角。换言之，每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概念的建构都预设了法学意义上的法概念的建构。也

可以说，在社会学意义上法概念和法学意义上的法概念之间又存在着一个回归式论证，怀疑

主义者否认前提１），同时也否认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概念，从而使自己的怀疑也无法立足。

此外，凯尔森还将法律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语义综合体，它决定了法律行动这一表达的意

涵，〔４８〕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他后期的语言分析阶段，由此，任何人对法律的认知都意味着参

与到法律的语言游戏中来，从而基础规范作为语法规则，必然预设在法律这一语言游戏当

中，如此一来，对前提１）有效性的质疑就被排除了。〔４９〕

总体来说，凯尔森提出的制度化的法科学就其延承古罗马法的传统来说可以为人所接

受，然而，这种先验性在很大程度上亦可称之为历史理性，这中间渗透着的黑格尔对康德理

念空洞性的批判，其实正是科亨先验方法的新颖之处。而一旦将绝对理念的历史性展开限

定在西方文化的唯一性上，特别是革命性的现代性上来，用中国没有法学的反例似乎也不足

以推翻第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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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回归性先验论证，所以，凯尔森的先验论证不是来自科亨，而是康德的回归性论证。照他看来，凯尔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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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法学作为科学的法理论来说，先验论证更为重要之处在于，要通过它来分析出

哪些先天条件被法科学所预设，法学具备哪些条件方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凯尔森就此

推出的条件大致有三项。首先，就法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来说，二者有着共同的预

设，即使用的都是假言判断的形式，都是具有效力的判断，以及可通过确定的标准来检

证。〔５０〕 显然，这些前提已经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前提，如假言判断的形式就肯定不是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后者是绝对命令的无条件形式。〔５１〕 就有确定的标准可以检验这

些前提来说，可以追溯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因此，这些前提其实是新康德主义和

逻辑实证主义的混合物。

其次是法学自身的预设，首要的是应然范畴———归责。凯尔森指出，假言判断在法学中

表现为归责，即连接法律条件和法律结果的判断形式，〔５２〕譬如“法律上，如果任何人盗窃，那

么应该受到惩罚”。归责在凯尔森看来，是可堪媲美康德的因果范畴的规范逻辑上的范畴。

但是，这一范畴即便具有先验性，暂不论其可能只是一个相对的先天范畴，最大的困难是无

法适用于凯尔森的规范层级理论，也就是说，法是一个等级结构，维系这一等级的不是归责，

而是授权。一旦这一范畴在法学中不具有普遍性，那么能否成为一个前提则必然会受到质

疑。但至少凯尔森局部揭示了法学内在的逻辑形态，如果在弱的意义上观察，即仅限于规范

适用，而非规范创设的领域，仅限于单个规范，而非规范体系，那么归责无疑可被证立。因

此，归责之外，法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法学的对象不仅是单个规范，且还是一个规范体

系的话，就还需要其他先验前提。

基础规范无疑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５３〕 凯尔森明确将基础规范界定为先验范畴，且有

别于超越性的法理念。他认为，基础规范这一法律范畴是建立在康德之先验认知论基础之

上，而非形而上学超越论。〔５４〕 由此出发，他将基础规范定义为一个不能从更高规范获得自

身效力的规范。〔５５〕 任何人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实证法律———宪法———

是有效的，都预设了基础规范这个先验逻辑条件，这一论证可表示如下：

１）法律规范效力源自创制宪法（历史上最早一部宪法）的意志；

２）只有预设基础规范，规范根据创制宪法的意志取得效力才有可能；

３）现行宪法是有效的；

４）因此，基础规范被预设。

此外，基础规范不仅提供效力基础，而且还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些都是

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但是由于基础规范只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设定，所以它

的抽象性和形式化引发了无数争议和数以千计的二手文献的研讨。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表

明，即便凯尔森对基础规范的证立并不成功，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使得法学更加趋近科

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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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与效力———凯尔森对西南德学派的继受

如前述，新康德主义的两个学派都由此出发：现实与认知的关系是构成性的。这说明，

认识论处于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中心位置，而“判断”无疑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基本的认知单

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判断概念并没有被专门论述，康德对判断的界定也有些模糊。

概括来讲，他对判断的界定包含三个多少有些冲突的层面：一是精神和心理层面，判断作为

对感知的感知；〔５６〕二是静态客观层面，判断作为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客观有效；〔５７〕三是动态

实用主义层面，判断是知性的活动，其目标在于使既定的知识成为具有客观性的先验统觉，

判断就此是一种认知活动，概念是它的基本要素和行动规则。〔５８〕 沿着这三种不同的层面，

新康德主义发展出不同的判断理论。

对于马尔堡学派来说，认知是一个向前发展的活动，而不是静态的产物，更不可化约为

心理活动，因此，它们的判断概念是将逻辑演绎同实用主义层面相结合。然而，西南德学派

认为，主观心理过程和客观的“逻辑”意涵之间必须严格区分。由于判断这一术语与心理和

主观意涵紧密相关，而认知与对象的构成性这种功能则属于客观意涵，故“逻辑”同构成对

象的判断力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如何解决这种紧张，构成了西南德学派的基本问题意

识。就其归属于康德传统来说，他们沿着静态客观层面进一步发展了判断概念，将规范效力

和逻辑演绎相结合。下面拟将李凯尔特作为西南德学派的代表进行考察，因为文德尔班固

然是该学派的创建者，但其思想较为零碎，将其思想加以系统化的工作是由李凯尔特完成

的，而从凯尔森的判断和效力概念中，亦可清楚看到李凯尔特在《认知的对象》一书中所持

观点的影子。

１．李凯尔特的判断和效力概念

李凯尔特是文德尔班的学生，他继承了文氏的价值学说，并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将价值

学说置于先验哲学的分析框架之下。在其颇为晦涩的《认知的对象》一书中，他明确采取非

经验性的立场，认为现实存在于认知的判断之中。〔５９〕 在这种构成性关系中，每个判断行为

的主观意义肯定不同于其客观意义。主观意义是那种“根据现实判断行为的实施而内在于

其中的”心理活动的内容。相反，客观意义不是指任何内在于判断行为的心理过程，而是指

通过具体的判断行为而应当产生的意义。“我们在客观意义中看到的构成物，也被称之为

判断的‘真理’……它并非内在于主体的判断行为中，而是必须作为同判断行为相分离的已

被实施的内容来加以思考。”〔６０〕然而，如此一来，反心理主义的客观意义观似乎肯定会导向

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或者说柏拉图意义上的“镜像写实主义”。但这恰恰是批判哲学所反对

的，李氏正是想要避免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试图在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

道路。〔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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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凯尔特同文德尔班一样，沿循了罗茨〔６２〕的理论，引入效力概念来建构判断的客

观意义，从而成为最早区别存在和效力的哲学家。〔６３〕 每个判断的客观意义，抑或说真理的

理论价值，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在于它“有效”。这一有效断不可从形而上学理

解为某种超感知的现实，而是理论价值的此在形式。客观或超越的意义“位于所有存在物

之上或之前，无法在本体论意义上把握。由此可以得出，每个认知：存在些什么，都预设其意

涵为真，这一意涵又同陈述：存在些什么，粘附在一起。”“如果说，对该存在之陈述的意涵非

真，那么一般来说就什么也不存在了”。〔６４〕 简言之，认知之外没有存在，因为假设一个原则

上不依赖于认知的存在毫无意义。因此，任何对象只有当一个以该对象为内容的客观判断

有效之时才存在，客观意义“有效”乃是任何一种存在在逻辑上的必然前提。

然而，李凯尔特并未详细陈述判断意涵、效力和理论价值间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李

氏视“效力”为一个规范概念，它先于真理的理论价值。由于理论价值是判断的客观意涵的

形式，而判断的客观意涵又构成了实证的理论价值，〔６５〕所以效力作为必要条件不仅先于价

值，而且先于判断的客观意涵。进而，为了说明认知与存在的关系，李氏在其第三版《知识

的对象》中引入了认知论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先验逻辑”的客观进路定位于认知的对

象，或者说客观判断；反之，主观进路则定位于对对象的认知，即主观的判断行为。表面上

看，二者是彼此独立的视角和表达，实际上是两种互为补充的认知道路。〔６６〕 如果单纯依赖

主观进路，也就是基于纯心理活动的主观判断行为，那么永远只是内在的活动，不可能超越

出内在的范围，从而陷入无限循环，所以，主观进路之外，客观进路也非常必要，通过设定具

有超越性的对象来补充主观认知的不足。

然而，如何设定客观进路的出发点就成为困难所在，由此又回到前文先验论证的第一前

提的问题上来。不过，李氏显然更具前瞻性，他从当时刚刚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获得灵感，

将客观进路的出发点定位于“语句”———客观性判断内容在语言上的表达，所有认知到的客

观真理都粘附在这一语句之上。〔６７〕 应该说，这对于凯尔森将法理解为一种庞大的语义综合

体以及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转向语言分析不无昭示意义。不过，对于这一前提是否在语言分

析哲学上可被证立，此处不作深论。重要的是，李氏由此在客观进路和主观进路之间，也即

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一个判断的意涵是客观的，独立于单个的主

观判断行为，当且仅当它“有效”，它就是真的。据此，判断具有效力既不意味着它在柏拉图

理念意义上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对心理意义上的判断行为的承认，而是指向特定的规范。其

中，从客观进路上获得的理论价值因其是绝对有效的，故不能算是规范，也就不具有规范效

力。而从主观进路上得不到理论价值，只能得到类推性的“应然”，其作为规范而有效，故恰

当的认知应是取道于中：规范进路。总括言之，在李凯尔特看来，“判断”的客观性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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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效力等于应然，而应然并非纯粹的或者说超越性价值。〔６８〕

２．凯尔森的判断和效力概念

就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来说，同在李凯尔特那里一样，“判断”概念居

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而围绕着判断概念的则是法学的核心概念：效力和应然，三者可谓是法

学理论大厦的支柱。按照海德曼〔６９〕的概括，凯尔森从三个层次阐明了判断的性质：首先，通

过援用齐美尔和胡塞尔对判断在逻辑意义上和心理意义上的区分，凯尔森区分出判断的两

个层面，即判断的心理层面和判断的意涵层面，指出判断具有客观意涵，而心理层面则被排

除在认知之外。〔７０〕 其次，判断在客观意义上总是有效的判断，尽管凯尔森对此并没有明确

阐述过，但它却隐含在他的客观性概念中。客观性不仅意味着判断在范畴意义上的状态，而

且还意味着判断不依赖于每个主观的、任意的内容规定，也即普遍有效。〔７１〕 第三，认知之对

象的世界与综合判断并无不同，根本上就是由判断所组成，就此来说，判断涉及到的并非独

立于它的现实，而是与其具有构成性关系。基于此判断理论，凯尔森进一步发展出他的效力

概念：一方面，效力是指规范判断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效力涉及到的是规范判断的特殊

“存在”；另外，就其同应然关系来说，它是一种规范判断意义上的应然。〔７２〕

显然，对比前述李凯尔特的效力概念，凯尔森的判断和效力概念几乎是直接沿用：客观

判断内容涉及到的对象由于超越了内在心理意义上的判断行为，因此肯定可以说是客观的，

而客观判断的意义是以有效判断的形式具体存在的。但是，凯尔森并没有就此如李凯尔特

一样，将效力和应然等同，因为一旦将判断效力等同于应然，就会混淆价值和应然，从而将伦

理规范和法律规范混搅在一起。为此，他回到文德尔班的效力概念。文德尔班在《逻辑的

原则》中区分了两种效力概念：一方面逻辑法则对于每个经验性的意识来说，都是以真理为

导向的思考所应遵从的规则；另一方面，就效力的客观性来说，它独立存在，而不论事实上的

感知过程有否按照逻辑法则来进行。前者指的是对外效力，而后者则是效力自身。〔７３〕 李凯

尔特并没有继承这种效力划分，而是对应这两种划分，提出了应然和价值的区分。应然作为

对外效力就成为实践理性的规则，而非理论理性，如此就混淆了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规范

的实效和效力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鉴于此，凯尔森采用了文德尔班的划分，并且以

此为基础区分了法律规范的实效和效力。实效是规范的对外效力，而规范效力对应的是效

力自身；实效是法律效力的条件，但规范是否具有实效不影响其效力。效力这一具有普遍性

的范畴，在凯尔森看来，是应然概念的恰当表达，它建立在理论价值基础之上，而非实践

价值。

在排除了应然与价值混淆的可能性之后，凯尔森进一步将自己的应然定义为先天范

畴———归责。在静态上，归责是一个关系范畴，在动态上则是一种认知方法。〔７４〕 李凯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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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超越价值，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当然必须承认的是，通过引入“效力”概念，他成功地开辟了心理主

义和柏拉图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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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静态客观层面上建构自己的判断的概念，从而忽略了认知是一个判断建构的过程，也

就是判断建构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因果范畴，另一种则是按照归责范

畴，于是，他视应然和效力同义就将法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因此，凯尔森虽然沿用了他

的判断概念和判断意义上的规范效力，但却从中剥离出应然。虽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法

学判断一经作出，就意味着有一个与此判断相一致，但又可与其相分离的客观判断意义的存

在，且这一客观判断意义具有效力，但是这一效力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实存意义上

的因果范畴决定的客观效力，一个是应然意义上的归责范畴决定的客观效力。〔７５〕 如此一

来，法学就肯定能独立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而被证立，同时还独立于自然科

学。〔７６〕 而且，法律规范同自然科学中的法则一样，都具有客观效力。〔７７〕

当然，在凯尔森所定义的效力和应然概念中，不难发现他过于关注理论价值和先天范

畴，与其说纯粹法学是实证的，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虽然他取法于李凯尔特，但是为了法

的纯粹性，不可避免地同李凯尔特所致力的方向有所偏离。确切地说，他的效力和应然概念

更接近柏拉图主义，而不是取道于心理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之间。而这种不足一直到他 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之后的实在主义阶段，才开始作出调整。到语言分析阶段，借助语言分析哲学对

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先验方法的转型，他进一步使得自己的判断、效力和应然概念的基础更为

坚实。〔７８〕 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判断和效力概念是在批判性地引借李凯尔特以及文德尔班

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四　结　语

综上可知，凯尔森法学理论中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渊源虽非全部却主要表现为，他对马

尔堡学派的先验方法的继受以及吸收了西南德学派的判断和效力概念。通过从新康德主义

认知论中吸取灵感和知识，进而证立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的假言判断，其效力在于它的实际存

在、客观性以及它的规范应然，凯尔森为建构自己的纯粹法学大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任何人想要撼动整座大厦，都必须回到凯尔森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也正

是这一原因，凯尔森站在时代学术的肩膀上，不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法学理论，而且及至今

天，虽然表面看来纯粹法学及其基础规范已经被批判得百孔千疮，但整体上仍旧屹立不倒。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选择追溯凯尔森法学思想的源泉，而非直接对之加以批判或辩

护。通过这样一趟长途思想寻根，除了希求知识上获取些许增量之外，也希望能对建构中国

自己的法学带来些许启示。综观全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凯尔森的学术追求，就是“科

学”，在科学传统的背景下追求一种科学的法理论。于是，对于中国学者就产生一个悖论：

在一个缺乏科学传统可作为先验论证前提的国家，在一个语言模式与西方完全迥异的文化

和语言共同体的前提下，我们的法学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门什么意义上的科学。

这一悖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百年来移植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挫折所在。可是，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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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境，在西方法律文化已经深深嵌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是否就此放弃法学的科学化

和独立性，从而任由社会学上的观察、主观评判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对法学指手划脚呢？在本

文结束之际，笔者仍旧使用凯尔森的话作答，其中的政治可作广义上的理解：

“在我们时代尖锐的批判意识那里，政治的方法最终将无从作为。因为，它实在太易被

政治对手看穿，或者政治对手也采用同样有疑问的方法使自己的目标正当化。如此一来，科

学反而被更严重地伤害了。由于科学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政治为此总是试图与其纠缠在一

起，而且恰恰是出于最好的伦理动机，因为它代表善好的事物。可是，科学的价值有着同伦

理———政治完全不同的属性，由于科学在这场对于自身来说几乎是悲剧性的冲突中始终保

有力量，所以它坚持且趋向于拒绝这种与政治之间具有诱惑力的纠缠。”〔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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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法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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