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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总论的人类学解读》分为七个部分。
导论部分主要陈述本书写作的原因以及研究的方法及路径。
第一章“人类学文化观与经济法本体论”，运用“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概念对经济法的演生进行深
层结构的分析，得出经济法的产生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原因外，还离不开文化土壤的培育的结论。
本章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探讨提供文化制度的支撑，拓展了现有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视野。
第二章“人类学整体观与经济法价值论”，以人类学整体观的成果来分析经济法的价值，对经济法现
有的社会整体价值目标进行讨论和反思，提出构建真正的经济法整体价值观，最终回到关注人及人类
发展这一基点。
第三章“人类学时空观与经济法运行论”，从人类学的“时空”人手，勾画了经济法的时空地图，为
经济法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理论准备。
第四章“人类学实践观与经济法及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论”，从人类学实践观出发，分析经济法与民法
、行政法、社会法的关系。
第五章“人类学民族志与经济法方法论”，通过引入人类学方法，对经济法现有的方法进行补充。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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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哲学整体观 与西方哲学发展中总是充满着范式更替的特征不同的是，中国哲学整体观
则处于相对稳定的形态。
从先秦诸子哲学到秦汉时期的儒学、道家和佛家哲学，无论是总体的哲学观念，还是所关注的具体命
题，几乎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整体观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内涵，把宇宙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古典哲学特有的范畴结构，就是五行、阴阳、气、太极、理等以本体论范畴为主的具有有机论范
式特征的元范畴体系。
中国哲学的元理论体系以整分合理论、交感互补理论、复杂相关性原理、动态演化理论、人格泛化原
理为主，同样体现出有机论特征。
[1] 整分合理论认为，宇宙是源于某一共同的最高本原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又以分与合这两种基本
运动形式处于不问断的由一到多和由多到一的分合运动中。
例如《易经》提出以太极为阴阳最高本原，构成成熟的整分合理论。
交感互补原理的内涵是，用人类的两性交感生育繁衍为核心的人格泛化观念来类比宇宙自然的生成演
化机理，例如阴阳学说。
复杂相关性原理是包含于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原理，其内涵为，宇宙自然的任何一种对象，如时间、空
间等都是具有多元化或多极化的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的五极之间维系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动态演化原理的内涵是，宇宙的演化出于某种最高本原，分与合是宇宙演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任何演
化都是一个既具有阶段性又具有连续性的演化过程。
这一原理的表述广泛见于先秦的易学、道家、阴阳家的论述中，是最具辩证法特征的元理论。
人格泛化理论是把人的生理人格（以性为主）和心理人格（主要是情）泛化于自然，以此类比于宇宙
的认知或阐释方式。
前者主要见于《易经》、《易传》及其他易学著作，后者主要见于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理论。
上述理论将世界整合成一个浑然天成的有机体，包括天地人万物，繁衍流转，生生不息，是一种天人
合一的整体论思想。
概言之，中国哲学整体观的基本特征是：连续性的无限的有机整体观。
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整体结构。
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无论有多大的差异，但大都不重视对于事物的分析，而把宇宙万
物视为不可分割的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体。
“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
（《吕氏春秋》）“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郭象）。
“天地万物为一体”（王守仁）。
其二，“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整体功能。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对于客观的世界的反复审察中，发现作为不可分割连续性的宇宙整体，具有生生不
息、大化流行的功能特性。
“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天只是以生为道”（程颜）、“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象》）。
宇宙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着近似于圆圈式的循环，是中国哲人们所共同确认的事实。
其三，追求宇宙和谐化的整体目标，强调万物之间的协调，求得整体的和谐和稳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总论的人类学解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