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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
任何规则必蕴涵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
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日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
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
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
反之亦然。
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
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
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
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
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
受，同时并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
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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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东汉许慎至清末，国人对“灋”的理解都建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基础上。
但是，从蔡枢衡始，人们开始了对灋义的责问并附和者众。
于是，“灋”之本相是什么，特别是“氵”是否指涉公平，成了法学界一个凝重的话题。
而围绕这样一个话题，相继有了一些专门研究和理解“滤”的文章，有些通过训诂、有些通过文化学
的理解、有些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梳理，有些则通过发散性的思考，对灋义进行了各个维度、不同层阶
的解读，产生了对灋义完全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学术现象。
　　本书尽可能地收集了清末以来对灋义研究的著述，书后还附录了甲、金、篆、隶的“灋”的不同
书写形式，由此也使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或许会有自己对灋义的判断，或许还会由此产生对灋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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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永和 男，四川雅安人，法学博士。
先后毕业于重庆教育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和云南大学，曾为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土研究生导师、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
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偶有兴趣训诂和研习文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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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原始人的认知目的。
但是，我们从这里所获得的应该是原始人的现象识别能力已经非常高以及对事物和现象非常精细的辨
别知识或者说是分类能力非常强的结论。
由此，可否试问：我们祖先在造字之初，是否已经了解“水”的全部特征或我们今天知晓的部分特征
，包括《辞海》或《字典》中所列举的那些水的特征？
殷商时期，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已经非常普遍，在许多兵器和祭祀器物中，人们已经知道在不同的部位
采用不同的合金，以增强不同部位的功能。
在兵器的打造过程中，人们掌握了淬火技术。
在这个技术中最精彩的是他们已经知道不同水域的水性与淬火效果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从“水性”中应该知道了水质，或者说是水的基本成分以及不同水域水的不同
成分构成。
若是，我们的祖先不仅对水的最一般特征有了了解，他们应该拥有大量有关水的知识。
这样的知识我们亦可以在其他汉字的结构上获得。
比方说：“滃”，《说文》中有：“云气起也。
”王筠说“川谷吐气”，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雾和“云起于水”的知识等。
我们不能怀疑古人的观察能力以及古人有关“水”的知识。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古代人讲五行，“水、火、木、金、土”，它们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古人对
物质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最外象的形式上，而是已经透过这种外象，.拥有了更多的有关物质构成
的知识。
文字最迟也应该是和这些知识的出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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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灋"问(法意)》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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