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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法?法有什么用途?法当如何适用?自古至今，中国人的看法与西方人很不一样。
在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一定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
“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
这一套技巧，其核心成分不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
数千年来老百姓期望托庇的“青天”式循良官吏，是有着父母般人格和爱心的“政治艺术家”。
基于这种理念看待国家、社会和人生，基于这类艺术处理各类事务和争纷，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
法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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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忠信1959年生，湖北英山人。
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委员兼科研处长、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律史重点学科负责人、博士生
导师，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法制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为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奖章，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著有《情理法与中国人》(合著)、《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等多
种。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多种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有1本专著和3篇论文被翻译为英、日、韩文在国外传播。
曾获“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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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法的概念
 从“汉”说起
 法即赏罚
 国法与王法
 法与天理
 “法不外乎人情”
 情理法兼顾
 “情理”与“人情”
第二章家长的手杖：法的作用
 定分止争
 规矩、绳墨、权衡
 驱人向善
 救乱起衰
 统一大脑，均平才智
 管人与管事的差异
第三章牧师与刽子手：“德”与“刑”
 “教化派”与“刑威派”：共同的“准则法”
 “技术法”的差别
 差别的原因
第四章“非礼，是无法也”：“礼”与“法”
 “礼”和“法”：各有两重含义
 “礼”就是法律
 “礼”未必是致刑之“法”
第五章 良心与后果的权量：法律与道德
 从赵娥小姐说起
 礼法关系问题的产生
 立法应符合道德
 法律应合何种道德
 司法：屈法律以全道德
 司法：宁屈道德不枉法律
第六章“有治人无治法”：贤人与法律
 “君子者，法之原也”
 远水难解近渴
 法的绝对价值比贤人低
第七章孝道与刑法(上)：悖法行孝，君子无刑
 纵容犯罪的大孝子
 从徐元庆到施剑翘：抗法复仇
 孝子不可刑，君子不可辱
 畏法不复仇，君子所不齿
 复仇的限制与禁止
 子为父隐，也是孝行
第八章孝道与刑法(下)：不孝之罪，刑之无赦
 “不孝”为元恶
 与仇人私和
 “干名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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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有阙”
 “别籍异财”
 “委亲之官”
 “诈称父祖死亡”
 “冒哀求仕”
 “匿不举哀”
 “居丧嫁娶作乐，释服从吉”
 在父祖被囚时嫁娶
 犯父祖名讳
 违反教令
第九章服制与刑罚：准五服制罪
 亲属关系中的“差序格局”
 依服制定罪量刑
 亲属相杀伤
 亲属相殴相骂
 亲属相奸
 亲属相盗
第十章“仁政”与司法：“仁者之刑”
 “志善者免”
 存留养亲与承祀
 矜老恤幼
 秋冬行刑
第十一章“无讼”：一个永恒的梦
 双面陶像的启示
 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
 几千年的中国梦
第十二章“贱讼”：因噎废食的评价
 有讼的原因
 古人眼中的“讼”
 讼与“面子”“族望”
 恶讼的有趣逻辑
 讼与政绩
 《戒讼说》
第十三章 “息讼”：以不变应万变
 德教感化以绝讼源
　多方调解以消讼意
　惩罚讼徒以儆效尤
　“各打五十大板”之理
　以不变应万变
第十四章“辨讼”：“名分之前无是非”
　纷繁“名”与“分”
　权利义务生于名分
　“名分之前无是非”
第十五章“决讼”(上)：伦理关系重于财产关系
　古人亦有所有权观念
　伦理关系重于财产关系
　“通财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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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禁取利”
　酌情偿债
第十六章“决讼”(下)：情、理、法兼顾
 法律多元，伦常一贯
 依“礼”决讼
 依“人情”决讼
 依“理”决讼
 王法、家法及其他
原版后记
附录《情理法与中国人》：蹒跚学步法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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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说得更明确：“法律不外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
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法律是⋯⋯以共同福利为目的的理性的命令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西方人对法的作用的认识，与古代中国人相比，其侧重点明显不同。
西方人比较强调社会生活过程的理顺、调节本身，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控制、压抑社会生活过程的参与
者上。
举个例子来说吧，“管人”与“管事”的差异，有些像不同风格的交通管理情形。
在交通拥挤的季节或时刻，苦于交通事故太多，堵车太厉害，甲交通管理部门干脆下一道指令给各单
位：某某时间，非特殊情况（经特别批准），哪些类型的车辆不得上街，或不得经行某某路段。
这一下可大大地减少了参与到运行中的车次，降低流量，也可以使事故减少。
乙交通管理部门则不然，他们尽量安排路面的合理秩序，如谁走快道，谁走慢道，车速是多少等，还
力争扩宽马路，或采用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双用制（即在汽车流量大时可把自行车道划一半过来作机
动车道；在自行车流量大时又把机动车道划一半过去作自行车道.规定在每天几点至几点作这样有规律
的轮换）。
一个注重约束参与者，一个注重改进运行过程，使程序合理化，风格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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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情理法与中国人(修订版)》以轻松幽默的语气、丰富多彩的案例故事、富于思想智慧的分析，试图
以一个社会生理学家或病理学家的视角，初步解剖分析古代中国法律观念，试图破解中国法律文化的
遗传密码，并试图阐明传统法律智慧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启示。
《情理法与中国人(修订版)》特别有助于青年学子初步理解中国文化、法制与社会的“遗传”特征。
它可以作为各类高校哲学、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甚至包括理工科
）本科生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参考读物，更可以作为上述专业研究生修习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时的
教学参考读物；也特别适合其他国学或文化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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