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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治现象，一直是中国法律学者所热衷探讨的问题。
当社会结构发生转化，社会呼唤法治理想的时候，法治的理论探讨成为中国学者们难以回避的热门话
题。
100多年前的清末修律争论是这样，30多年前开始的法制与法治之争也是如此。
“法治”这个特定的社会现象不仅对中国人而言是神秘未揭的世界；对于西方人来说，法治同样充满
着理论上的混乱与冲突。
为了揭开法治现象的神秘面纱，我们应该回到法律的历史，特别是法律的思想史中去。
唯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梳理法治的理想图画、法治的理论渊源、法治的政治一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
我们才可能对法治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
本书的主题，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探索法治现象的本质。
在本书中，我试图回答如下“宏大”的理论问题：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怎样
的法治理想？
西方法治理论的古典来源和基督教的基础在哪里？
西方法治所依赖的政治一社会结构是什么？
20世纪之后，西方法治理论发生了怎样的样式变化？
在弄清了西方法治的意蕴之后，我们把视角从西方转向了中国。
以西方的法治类型为参照标准，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治的工具主义，还是法治的目的主义？
或者是法治的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存在着社会结构上的同一性？
或者反之，两者之间存在着排斥性？
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治传统是否可以融合，以及融合的限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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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法治的理想图画、法治的理论渊源、法治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破除人们
对于17-18世纪西方学者的法治理想起源于何种历史条件、西方法治理论的古典来源和基督教基础立基
于何处，以及20世纪之后西方法治理论发生怎样的流变等方面的迷思，探索法治现象的内在结构，并
解决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治主义之问融合的可能性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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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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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著作有《破解法学之谜》、《分析法学》、《名案中的法律智慧》、《英美侵权行为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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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有《私法的理念》和《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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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西方法治的理想设计  一、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和理性的自然法  二、系统完整的自然法理论  
三、自然法理论之下的政治法律原则  四、古典自然法理论的得与失第二章  法治理想的古希腊思想渊
源  上篇  柏拉图关于法律的三个比喻    一、古各斯的宝石戒指    二、医生的教科书与他的经验    三、金
质的法律纽带  下篇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正义论    一、亚里士多德法律正义论的三重结构    二、法哲学
意义上的正义论：终极价值v.相对价值    三、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正义原则：自由v.平等    四、法律实践
理性中的正义论：矫正正义v.成本效益第三章  人权与法治的基督教神学基础  引言  一、人权的基督教
思想的早期渊源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人权与法治  三、天主教视野下近代世俗人权观的缺陷  四
、天主教神学视野下的人权与自然法  五、天主教教义下的人权体系  结语第四章  三个古怪法学家的古
怪理论  上篇　霍姆斯论法律之路    一、法律和道德的区分    二、历史和社会利益决定法律的内容和法
律的发展    三、法理学是一个成功的律师所必备的知识  中篇  杰克森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    一、符
号学、符号学法学和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学    二、对法律现象的符号学分析    三、对法律理论的符
号学分析    四、法律符号学的一些总结  下篇　肯尼迪教授的愤怒    一、肯尼迪教授之奇人奇事    二、
肯尼迪与哈佛法学院    三、肯尼迪的著作和理论倾向第五章  政体与法治的内在理论逻辑  一、主题  二
、政体与法治的逻辑关系  三、民主宪政与法律至上  四、法治与社会秩序  五、结语第六章  探寻中国
“法治”的意蕴  引言  一、“法治”的三种意义及其内在理论关系  二、从中国古代法治工具主义论到
近代法治目的主义论  三、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现代法治的异质性  四、关于中国“法治”的推论以及
关于“法治”热点命题的点评第七章  社会类型与法治取向  一、引言  二、“亲亲尊尊”的社会与“德
主刑辅”的法律传统  三、“个人自治”的社会与“法律至上”的法律传统  四、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史视野下的法治现象>>

章节摘录

第五章 政体与法治的内在理论逻辑一、主题本章的主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法治与政体的关系，以
及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法治与政体两个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结构。
就政体和法治的本义而言，政体指的是政治社会最高权力的运作模式，而法治是指法律制度在政治社
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家们对政体和法治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在古代社会，通行的观点是政体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性质，不同的政体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这是法
治工具主义论。
西方典型的代表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展示了政体与法治的逻辑关系。
在中国，先秦时代儒法之争也在潜在意义上揭示出了君主专制政体之下的法律的地位。
在近现代，法治被视为社会的崇高理想，政治活动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这是法治目的主义论
。
西方典型的代表是孟德斯鸠和戴雪，他们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至上论。
在中国，近代康梁的改良理论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是这种理论的表现。
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学家们将政体和法治都视为控制社会的工具，政治活动与法治的结合共同建立
和维持了特定的社会秩序。
这是法治社会秩序论。
西方典型的代表是韦伯和昂格尔，他们提出，法治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下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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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想史视野下的法治现象》：西方法律坐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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