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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的警察机关与日本警方的交流逐渐增多。
客观地说，中国警察制度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警察模式的影响，即使在今日，这种
影响的因素依然存在。
日本警察模式之所以会对中国警察制度发生一定的影响，关键是中日两国间在社会深层构成原则和文
化底蕴方面有诸多相通的地方，而使得在日本行之有效的警察制度亦有可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警察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些警察原始职能的发挥方面，是西方发
达国家中成功的典型，这一点也足以成为我们研究与借鉴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多年来，日本警察所以能够在维护社会治安、示范国际社会方面起到显著作用，
与它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单纯的警察制度，而应将视野放宽，投向其周围的环境，尤其是社会
的传统。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日本警察制度有较为客观、全面、公正的把握，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为中国警察执法水平的提高，为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有效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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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超，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河北省景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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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执教于石家庄市第四棉纺厂子弟学校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5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目前已在国内出版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篇，学术方向为法律与警察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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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 第三章日本社会的法制传统 一、法律的道德化倾向 二、重义务轻权利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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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四、警察人员之教育训练 五、警察职责 六、以社区为中心的警察勤务 七、警察行为的约束监督机
制 第六章 儒家文化对日本当代警察执法的影响 一、角色定位 二、教育者与家长形象 三、职责范围广
，裁量空间大 四、亲民性 五、重视当事人主观世界的改造 六、执法的宽容性 七、注重修补违法者与
社会、受害人间之关系 八、注重自身素养与形象 九、自律 第七章 儒家传统对日本警察执法环境的影
响 一、修身 二、集体主义 三、追求和谐 四、等级文化与尊重权威 五、尊重法律 六、义务本位，权利
观念淡薄 七、公私不分，警民合作广泛 八、日本警察执法顺畅的其他因素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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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儒家思想的本土化 与天皇制中央集权政治的瓦解及儒学的衰落相伴而来的是幕府政治
的出现、武士阶层的兴起和佛教禅宗的盛行。
武士阶层推崇禅宗主要是因为禅宗更适应武士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状态。
 禅宗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两大潮流融会的产物。
与其他佛教宗派所不同，禅宗认为人的本心即佛，佛即本心，“佛性人人固有”，只要直指本心，“
心地无非”、“心地无痴”、“心地无乱”，便可“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真性，一悟即至佛”
，无须读经礼佛，也不必禁欲苦行，所以适应武士阶层文化水平较低且无暇读经礼佛的状况。
而因为经常驰骋战场，出生人死，武士更比常人需要精神安慰，主张生死如一的禅宗恰恰满足了这一
心理需求。
这样，禅宗便得到以武士阶层为政权基础的镰仓幕府（1192—1333年）的大力支持。
但日本的佛门弟子蜂拥至中国的五山十刹问禅时，中国禅宗的辉煌已成过去。
统治南宋后期思想领域的是理学。
理学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想以及道教的宇宙生成和万物发育理论
，而将儒家思想改造为一套逻辑严密且具有浓厚思辨哲学色彩的理论体系。
故理学与禅宗脉络相通，却又高于禅宗。
大势渐去的禅宗只得标榜禅儒一致，借调和佛儒矛盾挽回颓势。
所以，南宋以后的禅僧既参禅又习儒。
日本禅僧就是在中国这些禅院中认识理学的。
他们回国后，为争取统治者皈依禅宗，以便与其他佛教宗派竞争，也企图利用统治者原有的儒学基础
，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传播理学，利用理学和禅宗的相通关系将统治者吸引到禅宗方面来。
所以，日本的禅僧兼习禅与理学。
尽管禅僧传播理学的目的不是推崇儒学，而是借理学这一“助道”弘扬禅宗，但理学内蕴涵的儒家理
想非常符合势力不断膨胀的将军、大名巩固政局的需要。
伴随着禅宗的流行，理学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并最终在德川时代摆脱对禅宗的依附，成为居统治地位
的官学。
 但儒学的衰落仅意味着其在作为皇室权威的理论依据方面作用的减弱，不等于儒家思想淡出日本历史
的舞台。
由于儒家宣扬的忠、孝、礼、义、诚、信、廉、耻等伦理观念符合日本社会固有的组织结构，也有助
于此后兴起的武士阶层建立稳定的伦理和社会秩序，儒家思想逐渐被改造、创新，而与本土环境日趋
融合，最终由外来文化变为日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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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另一种和谐:儒家传统对日本警察执法的影响》你会感受到作者在学术上的前沿与创新意识，感
受到其进取精神与开阔的视野。
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紧密联系，比较法学所要求的史论结合、学理分析等特点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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