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治与法治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德治与法治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2212

10位ISBN编号：7562032211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第1版 (2008年5月1日)

作者：怀效锋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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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治与法治研究>>

前言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
”他认为如果仅仅用政令约束和刑罚制裁，民众虽然可以避免违法犯罪，但却缺少自觉自律；而如果
用道德约束和礼仪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可以自觉守法。
他倡导“为政以德”，从而使德治成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政治法律思想。
其中最典型的是《唐律疏议》阐发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中国古代法制史发展中出现的诸如“德主刑辅”、“内法外儒”、“儒法合流”、“礼法结合”、“
以礼入律”等儒家德治思想精华，虽然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之上，但其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合理内
核，与现代法治精神并非不可兼容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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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德治与法治研究》作为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了中西法律文化中的道德与法律、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与道
德、中国法治与德治的历史与现实等专题，有助于人们确立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并重、德治与法治相
辅相成的理念，进一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从而有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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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的法律化，是人类历史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西方，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派就极力提倡道德的法律化。
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即指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这些道德原则主要是正义、公平、平等、自由、诚实
、信用等。
他们认为，由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不合乎自然法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或者说是"恶
法"。
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实践，自然法学派所提倡的许多道德原则都被转化成了法律
原则，如诚实信用被各国民法典、商法典等规定为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并被称为"帝王条款"，而正义
、公平、平等、自由等也被各国宪法典、刑法典等规定为基本法律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着道德的法律化现象。
中国古代立法实践中的"礼法合一"现象就是证明。
所谓"礼"就是指儒家的道德原则，"礼法合一"意味着把儒家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
代表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立法成就的《唐律》，最被后人称道的是所谓的"一准乎礼"，这就是说它完全
贯彻了儒家的道德精神，是一部合乎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典。
在中国现代立法实践中，"诚实信用"被《民法通则》规定为基本的道德原则；"互利互惠"、"互帮互助"
在《民法通则》中也成为法律规范；"见义勇为"被一些地方法规转化为法律条文；"尊老爱幼"被宪法、
继承法等规定为法律条款；"拾金不昧"在民法、刑法中也成了法律规范。
如此等等，都说明了中国在现代立法实践中贯彻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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