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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制变迁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作用：以中国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演变为理论模型》主要介绍了：法
制变迁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作用，内容包括神权法思想与古代法制宗族化、法家法律思想与秦代法制封
建化、道家思想与西汉法制省约化、儒家思想与传统法制儒家化、“王安石变法”失败与宋代法制僵
硬化、清末变法思想及其法制改良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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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法律思想与民国法制法典化第一节  概述一、社会经济概况二、关于中国前途的思
想争论和斗争三、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政权结构第二节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法律思想一、孙中山与辛
亥革命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三、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继承与阉割第三节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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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当代世界法制发展的基本趋势二、当代世界法制发展的主要潮流三、现状与问题：全球化视野
下的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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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官僚制度，形成发达的吏治传统。
帝王的绝对统治和吏治传统的不断强化，使中国所经历的数千年传统法制出现凝固化、僵硬化。
这是在西方国家所未曾有过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三是以追求和谐为价值目标。
中国传统法哲学中的价值学说虽然主要有儒、法、道、墨等四家，但是，经过历史的筛选，墨学早衰
，法家受到唾弃而成为隐文化，道家虽流传不绝但主要影响仅限于民间，只有儒家被独尊为“官学”
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作为儒家法哲学核心标准的“和谐”，便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目标和理想。
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
。
它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天理，包含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可促成决定世界安宁和人
们幸福与和谐。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们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相协调一致；
（2）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和解精神与协调一致。
这样，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不祥之物”，人以无讼为有德，以利用法律维护权利为可耻。
诚如罗兹曼（Gilbert：Rozman）所描述的那样：“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
下的，为君子所不齿。
在大多数告到衙门来的案件中，县令都会反复敦促原告和被告私了。
所有乡里都很熟悉大量不同的调解纠纷的巧妙办法。
这些办法包括由尊敬的长者出面干预，对纠纷的各方进行调查和协商，按传统的规矩和特定的方式认
错或赔罪，作象征的或实在的赔偿，或由当地各方有关人物到场，给个面子，让犯错较大的一方办桌
酒席，当面说和等等。
”①因此，中国法文化中的调解制度极为发达，“这些非法律化的社会手段在维持社会价值以消灭冲
突的同时，为乡村社区提供了符合这种价值的行为准则。
”②那么，为什么说中国制度变迁具有世。
界意义的典型性呢？
其主要理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律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
从中国最古老的书——《尚书》开始，就有法律制度的记载。
而且，大量的地下考古文物的发现，可以充分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产生了奴隶制社会的
法律制度。
尽管考古和资料表明，还有别的民族的法律比中国更早，但是，除古希腊、古罗马法制之外，其他民
族的法制制度都未能继承下来。
例如，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的苏美尔人曾在公元前35世纪，创造了用楔形文字记载的奴隶制法律。
但是，随着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这种法律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一以贯之地继承下来。
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其法制的发展就为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基础。
而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开成文法典之先河。
以后，汉唐历代君臣又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法制形成所谓“国法、天理、人情”的融合体
。
特别是隋唐时期“礼法合一”，使中国传统法制进入了定型化与完备化的阶段，中华法系也进入成熟
时期。
“以礼人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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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变迁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作用:以中国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演变为理论模型》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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