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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文化的一般原理开始，以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文化的现代化为中轴，落脚于诉讼文化的社会功
能；对诉讼制度和现象进行了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思考；对一些相关的重大问题在比较与借鉴的
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作为一种尝试。
 本书共分五大方面来论述市场经济与诉讼文化，具体包括：诉讼文化概念；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诉讼文化；诉讼文化的核心价值；诉讼文化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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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麒，男，1970年10月生，山西省运城市人，中共党员。
199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6年7月至今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
现为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兼职律师，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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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 法律文化 诉讼文化　　一、文化的定义与特征　　（一）文化的定义　　在古汉语
中，文化是“文”和“化”这两个相关词素的意义复合。
“文”通“纹”，有条纹、纹理之义，可引申为文字、文章、文采、条文、典章等；至于“化”字，
则有变、改、化生、造化等意思。
文化就是“以文化之”的含义。
如《周易》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就是说观察自然物象可以知
道时序变化，观察社会典章，可以化育成就天下之人。
又如刘向《说苑》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此处文化指的就是“文治和教化”。
　　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uhura”，英文写作Culture，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植
物的栽培、培养以及对人的心灵以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二是指经过耕作、培养、教育等发展而
来的事物，以区别于自然形成的事物。
　　我们现在通用的“文化”一词，是近代翻译家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汇时，借用的中国古已有之的“
文化”这一词汇。
应当指出，无论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一词，还是拉丁文的“Cuhura”，都还不具备现代学科
层面的文化的意义。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费尔南·布罗代尔通过对文明的考察，认为：“文化一词
由来已久（西塞罗已经谈到‘精神文化’），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才真正具有知识的特殊含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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