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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哲學詮釋學係一古老學問,筆者將欲使之用於憲法解釋之領域,以期跳脫傳統法學方法操作之外,找尋一可能的"不同"真理之路


  蓋Gadamer走出了一條饒富相對主義意味,不同於傳統浪漫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詮釋學理論.這個存有論的哲學詮釋學理論,用於憲法學的操作,可能也正有嶄新的風貌,而本文想做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嘗試
	摘要(英)	Department of an esoteric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author purports to expla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ield used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operating outside the law, to find a possible "different" way of truth


Gadamer out a memorable relativism means that unlike traditional romanticism and historicism hermeneutics This ontological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for the ope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might be having a new style, and this article want to do, it is such an att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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