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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中国法律正于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时期的法律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思考目前的法律变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对于法律史上曾经出现的法律变革时期
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如对于战国秦汉时期法律变革的考察，对于民国时期司法机
构职能的考察等。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对于今日中国的法律变革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本书为大家全面认识、思考法律变革问题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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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是在吸收西方社会发展和法律演进理论的基础上，
实施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特定国情民风的中国社会。
实际上，即使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和法律演进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中华文化的核
心内涵。
我们需要深度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西方优秀法律文化
成果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融合，为社会转型与法律变革提供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
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思想家犀利笔锋的诘难，经历了政治家无情的
舍弃。
但文化传统并不因思想诘难、政治舍弃而消失，而失去光彩。
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制度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精华。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彻底抨击了封建家庭对于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彻底否定了伦理亲情在维系社会
秩序方面的作用。
但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家庭关系、伦理亲情仍然在国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家庭的
缺损，亲情的丧失，往往造就变态的个体，成为社会秩序的直接破坏者。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
在东方社会，家庭远不仅仅是婚姻或人类自然延续的平台，它实际承担了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作用。
在这一单元内部，人们可以宣泄情感，可以化解矛盾，可以净化心灵，可以磨却为社会所格格不入的
性格和行为。
法律所希望实现的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等作用，其初步功能很多都能在家庭
中实现。
因此，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在价值观上重新确立对于家庭关系、伦理亲情的重视，
既能保护个体的独立性、创造性，也能维系家庭关系的亲情纽带，从而创造一个完美、健康的和谐社
会。
这符合中华民族的国情民风，有利于社会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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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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