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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魏治勋编写的《法治的真原》。
《法治的真原》的内容提要如下：法治既不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完美，也不像另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不
堪。
法治其实是一个理想概念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动态展开。
真实的法治，就存在于我们不断探索甚至是左冲右突的过程中。
在法治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但这正是法治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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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治勋，男，1969年生，汉族，山东省昌邑市人。
现为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法理学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哲学、政治法学、法社会学。
曾在《法律科学》、《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论坛》、《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研究》、《求是学刊》、《学习与探索》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
料》、《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转载或摘编。
出版专著2部：《禁止性法律规范的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列入“法理文库”丛书
，34万字）；《民间法思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列入“民间法文丛”，3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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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的真原>>

 五、法治的危机及其对策
 六、尾声：走出自我，走向真实
 第8章：“解构”语境下法治的必然性
 一、解构法冶：现代性的突围方式
 二、本土资源派对“解构论”的误读
 三、法治作为成长的历史概念
 四、法治之路乃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统一
 第9章：全球化语境下法治本质与困境再审视
 一、引言：从“坏人”视角看法律
 二、“理性人”与现代法治的生成
 三、“系统强制”下法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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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在此对亚里士多德有关制约公共权力的思想予以简要归纳： 其一，亚里士多德在总结
希腊城邦政治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专断权力和滥用权力危害甚大，并且必然引起无穷的祸患。
根据沃特金斯教授的分析，希腊城邦政治经常陷入不同派别的纷争之中，“而一旦城邦的运作归于某
一利益集团的手里，便无从阻止他们借打击对手，维持自身的权力；面对这种了无限制的阶级立法，
争夺立法权势必成为每个阶级极其重要的大事，于是演成了无休无止的内战，各公民团体为了使自己
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公民的利益之上，而大动干戈。
内政也罢外交也罢，希腊的生活状况都难以产生与保持能为民众共同接受的法律标准，冲突纷争永无
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
洞悉希腊城邦公权行使缺乏必要限制之弊端，使得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当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
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
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暴力的统治；所有世间的自由人当然全都不愿忍受这样的制度
。
”非但如此，希腊城邦制度覆亡的历史教训还使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没有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任
何城邦政体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纷争是引起城邦制度解体的主要祸患：“历史的
陈迹证明了一个通理，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教训：任何人或团体——或为个人，或为执政机构，或为
一部族，或为邦内任何一个部分——凡能与人争攘而树立其政治权力者，也会引起后人的争攘；由内
讧而身居高位者可由两方面招致内讧，或是他人嫉妒他的荣利，或是自己贪得无厌，还想揽取更高的
权力，于是就又隐伏着祸乱的动机。
”可以说，希腊城邦政治之不能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弊端与城邦制度的解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甚至
就是城邦制度终结的直接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明确地归结为历史的通理，就为他所提出的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的命题设定了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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