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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枫、武占江、武建敏、张振国编著的《中国治理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会议
精神，从学理和历史的视角论述了中国治理文化，使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道德、法律、民间等领域
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上治理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对治理文化的概念、特质、结构和分类进行了
阐释。
同时，以当代中国的视角全面分析了中国当代治理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及
回答了采取何种措施如何治理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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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实这样的推理形式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确定性的信念，而这种确定性对于人类的自信心
乃至对人类的各种重大行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人的知识的发展就在于为自身提供确定的信念，倘若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知识都是偶然的、脆弱的，
那么人类就必然会对未来失去信心。
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人类自我确定性的一种知识论追求，人们相信那个一般是确定无
疑的，而在一般确定无疑的前提下，演绎的推理方法必然能够保障推理结论的正确性。
 从这里所看到的是法典中的基本之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是需要这样理解的。
法律既然是一种治理方案，任何治理都期望达到一种稳定、确定的治理状态，所以这样去理解也就很
自然了。
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司法活动中法官并不是经常援引律令作出判决，却往往是突破法律的限度
，而依据儒家的经典、伦理道德作出司法判决，甚至有时会作出能够情感合理化的判决，这是中国古
代司法治理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法典作为“经”实际上得到了“变通”，但是这种变通又让人觉得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这其中自然地、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合理性，司法活动对于规则的突破并没有让人们感受
到法律的变异，依然能够使得人们获得一种认同和满足。
 比如，清代的一位张姓县令作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判得才子配佳人，情有必至；傻夫配丑妇，理所
当然。
钱玉卿八斗奇才，乃俪陋女；戚秋仙容华绝代，狠婿痴儿。
事原不平，偶固失当。
于是后院缔蜜约，认阿伯作情郎；香闺赴幽期，呼表妹为外宠。
鸳鸯枕上，开并蒂之花；和合衾中，栖双飞之鸟。
驾莺仙去，不吹秦女之箫；芋店征程，忽遇宵小之幕。
捉将官里，苦了酒店长卿；押解回来，却是西家宋玉。
本刺史为媒，出回天之臂；两夫人作主，易鸳谱之名。
改无盐以配张郎，洞房中夜叉一对；与京兆以俪仙女，凤衾里玉枝交辉。
全两美之情，平双方之憾。
各安本分，不得违言。
自画其眉，毋陨厥职。
是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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