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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我考取了法理学专业研究生，在导师王威先生的指导下从事西方法理学的研究，我的硕
士论文是关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研究。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程燎原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从西方法理学的研究转向中国传统法律思
想的研究，虽然西方法理学的研究背景给我从事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但这对我来说毕竟
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程老师悉心指导下，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我们研究法家思想显然不是为了作者自己陶冶情操，而是为了对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有所资鉴，
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直面当今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我们既被这股潮势的汹涌所鼓舞，又必须冷静思量，
追寻和考察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以期既寻求历史的资源，又考究古今
得失之变。
历史是一本打开的教诲人们的百科全书，它展示给我们许多绘制现实和通向未来的智慧。
法家思想产生于社会剧烈变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而今日的我们又处于社会转型和大变革的时代，今日的世界又是一个“新战国”时代，都面临着相似
的社会背景和同样的诉求。
中国社会尽管经历了多次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民族性、传统性的特征依然会在我们这个时代传承，社
会的多次断裂也无法消除传统思想对于我们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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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法治国”的思想。
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哲学基础是因道全法的道法论、社会进化的历史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务
实功利的价值论。
除了“法治”外，法家的术治、势治也是法家“以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以法治国”
方略主张法、势、术相结合。
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
秦朝的速亡不应该归咎于法家。
秦朝统治者只注意到泰国实行商鞅的重刑路线，而没有考虑到推行重刑与当时秦国的地理、民风相关
，与秦国当时社会生活背景相适应。
秦朝统治者没有考虑秦统一中国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法家“以法治国
”方略生搬硬套，违背法家一贯强凋的法律应当在维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以及“法与时转，治与时宜”的基本精神，因而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理解和适用只停留
在表面和形式上，而没有真正把握和贯彻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因而在法治、势治、术治方面均出现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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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本书的写作线索和问题结构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法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哲学、政治学、
法学、管理学以及历史学、文学等多门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也不少，本书力图在研究视角上有
所创新，对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如何贯彻“以‘治’为视角”是本书的关键所在。
本书“以‘治’为视角”研究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既研究法家的“治之道”，又研究法家的“
治之具”。
本书关于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就是研究法家的“治之道”；本书关于法家“以法治国”的
“法治”、术治、势治、法术势结合治等，就是研究法家的“治之具”。
本书“法家的‘以法治国’与秦朝二世而亡的关系”这一部分是研究法家的“治道”（包括“治之道
”和“治之具”）的历史实践问题。
当然这也是本书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统治者错误地理解
与运用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秦始皇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统一中国的，但秦朝的
速亡不应该归咎于法家。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法家的“以法治国”与近现代法治的关系。
这一部分是研究法家的“治道”（包括“治之道”和“治之具”）的现实关照问题。
研究先秦法家思想所遇到的问题是法家的“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与近现代法治思想有何关联。
这是本书研究的难点，也是无法绕过去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本书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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