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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武建敏和董佰壹合编的《法治类型研究》。
《法治类型研究》的内容简介如下：
法治类型学是一种多元主义的法治立场，它不以现代社会的法治和西方的法治为独有的法治，而是认
为在较为发达的法律文化中都存在着法治，只是法治的类型不同而已。
不仅西方存在法治，而且中国也存在法治，只是它们在法治类型学上存在着差异。
当代中国所要建设的是现代性法治，其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民主及程序理性的基本精神，但这种
法治类型并不是西方法治精神的简单移植，而必须从中国传统法治资源中寻找良好的支撑点，需要从
传统这个维度中进行深入的思考，传统在这种状态下可能是现代法治构建的一个维度，而不仅仅是一
种资源。
同时还要从当下中国的生活实践出发谋划属于中国法治自身的类型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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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敏，1969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内丘县，先后获得东北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和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投入武树臣先生门下研习法律思想史与法律文化理论。
现执教于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主讲法理学、法律逻辑学、法律思想史等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
阅读领域涉及哲学、法学、社会学，各种思想史的阅读占有相当的比重。
研究领域涉及法律史、法理学和司法行为理论，目前正在研究法治类型学和马克思的法哲学。
主要著作有：《传统司法行为及其合理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司法理论与司法模式
》（华夏出版社2006年）、《当代法治视域下的民法实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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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法治类型学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法治类型学的提出
一、一种错误观念的反思
二、西方法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法治类型学的提出
三、中国的现实状态与法治类型学的提出
第二节法治类型学的基本架构
一、法治类型学：一种思维方式
二、法治类型学的普遍结构
三、法治类型学的特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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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家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贺麟先生对于法家法治类型的评价
三、法家法治理论的类型学思考
第二节儒家法治理论的类型学思考
一、儒家关于治理的基本主张
二、贺麟先生对诸葛式法治类型的评价
三、儒家法治类型的对象化及其类型学思考
第三节传统中国法治类型的当代价值
一、法家法治类型的当代价值
二、儒家法治类型的当代价值
第三章西方社会的法治类型
第一节古希腊时期的法治理论
一、苏格拉底的法治启示
二、柏拉图的法治启示
三、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第二节启蒙运动时期法治理论的类型学思考
一、启蒙的法治：对人的尊重
二、近代法治：民主的路径
三、近代法治：现代性价值的弘扬
第三节西方社会法治类型评价
一、法治精神之评价
二、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同一法治类型中法律运行的差异性评价
三、西方法治类型与中国法治
第四章近代中国对法治的追求及其法治类型学考察
第一节清末修律及其法治探寻
一、清末修律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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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修律的法治类型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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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思想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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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制度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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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近代民主型法治追求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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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法治化追求的评价与反思
第五章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类型学思考
第一节新中国的法治求索及其类型学思考
一、阶级斗争时代的法治探索
二、改革开放后的法治探索
三、新中国法治探索的类型学思考
第二节当代中国法治的普遍性状态
一、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法律的好与坏
二、中国法律是否被遵守
三、良法、守法与秩序
第三节当代中国法治的个性状态
一、价值因素
二、程序因素
三、人的因素
第六章当代中国法治进路
第一节当代中国法治进路之一：传统资源的挖掘
一、传统法治资源的核心理念：中道智慧
二、传统法治资源中的论辩资源：给出理由的治理理念
三、中国传统法治资源的法律样式
第二节当代中国法治进路之二：价值观念的提升
一、从自在走向自觉
二、从抑制走向包容
三、价值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第三节当代中国法治进路之三：政府机制的完善
一、法治国家与政府的美德
二、中国法治状态中的政府运行状况
三、如何完善政府的运行机制
第四节当代中国法治进路之四：市民社会的觉醒
一、市民社会与法治
二、中国市民社会的基本状态
三、如何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
第五节当代中国法治进路之五：公民意识的培育
一、公民意识与法治
二、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基本状态
三、如何培育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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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关于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法律传统不仅是法学家特别是法史学家关心的课题，而且它还作
为一种活着的文化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法律生活。
（一）什么是法律传统我所理解的法律传统也许有别于其他法学家。
我认为，法律传统大体上由两方面内容所构成：一是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它常常表现为一
定的法律思想、观念、理论和它们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道德、哲学。
这些内容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经历长期生活而逐渐形成的。
它们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它们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世代相传。
二是法律实践活动即立法、司法的工作方式，即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
法。
简单来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占据支配地位的并实际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以及这个价值基
础经过立法或司法过程而被社会化的工作方式，这两方面内容合起来，便形成了该民族或国家的法律
传统。
我之所以要这样概括法律传统的概念：一方面是受到关于“法系”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修正
“法系”的划分方法。
我认为，在试图对世界范围的法律进行宏观的划分的时候，应当首先找出适当的标准，并注意不要同
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
正好像对人群进行划分时，可以用宗教信仰、人种、性别等做划分的标准，但一定要用一个标准而不
能同时使用两个标准，否则便会出现逻辑上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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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类型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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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