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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法律形
成与发展过程、中国传统法律独树一帜的体系与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理念和中国传统法律
制度的精心设计五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宏观的论述。
本书各部分分别解读了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描述了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在夏商神权法时代、西周礼治时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礼法融合时代、隋唐宋元礼法合一
时代、明清礼法合一时代五个时期的发展，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结构体系，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普
遍的法律价值理念以及说明法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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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中国传统统法律文化的成长环境　　由于人性的共同性，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人类社会
文化发展固然有着相似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地理环境和族群特性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
社会的文化发展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属性，亦即文化个性。
这种文化的特殊属性或文化个性，在古代社会尤为明显，这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人类族群或社
会相对封闭造成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种族特征共同造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也就是根据各
自的地理环境、生存方式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生活于斯的古代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样式，这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的成长基础。
　　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样式与西方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法律文化样式老早就分道扬镳了，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风格。
多年以来，我们在进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时，常常会发现：在中西法律传统之间，很难找到共同
的话题；即使有个别共同话题，谈论的角度和命题又大不一样。
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各自的话语系统、符号系统太不一样了，语境也太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正如生长在南国的棕榈树与生长在北国的红松树的差别一样，虽然同名为树，但根、茎
、枝、叶的结构都是两码事。
这种巨大区别，我们无法找到别的解释，最后只能归结为生存环境的差异所决定。
不同的气候、土壤环境决定了不同物种的形成和存续。
这些特有物种，其各自特有的根、茎、叶，都是各自不同地域里不同的日照、水分、土质、空气质素
的共同结晶。
中国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差异情形，似乎跟这种不同水土气候下的植物情形一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是东亚大陆这块相对与外界隔绝的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植物”，是这块大陆
上独有的文化气候、文化土壤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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