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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初版于1989年，再版于1997年，现经过重
要修订和增订后，于2014年11月推出最新版。
1、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论》（1989）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
利及其救济通论》）两书，是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堪称法学界的一块
耀眼的路标。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
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2、此次修订两书，一是订正了讹误之处；二是尽可能将书中所引汉译本著作按当下通行本予以引证
和注释，对中国文献的引证和注释，亦依此例处理；三是书名变动，《权利论》一书，第1版书名为
《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1993年），此次修订版，更名为《权利论》；四是《法治论》
增加了一章——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最后，《权利论》增加了“代第3版后记”。
3、《法治论》主要从汉语文献中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德斯鸠、哈灵顿、洛克、
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的学说；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
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勾画了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式样；对中国自1949
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
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4、《权利论》一书，为《法治论》的姊妹篇，将《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研究，把关
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
的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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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说论述的主题并未过时，但毕竟那个时代写就，一些论述的方式和结论依然有老化之嫌，意识
形态的笔墨费的太多，有些篇章已经不合当今的需求
2、读瞌睡了。
3、三十年前振聋发聩的名著，三十年后无关痛痒的重复。
4、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法学界所能应对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摆脱人治，并走向阐释不甚明朗的法治
。在现时的中国，这套在马列思想之上的法律史建构显得有些落伍过时了，但其宏大的讨论范围，从
东方至西方，从古至今，从思想到制度，其论述剖析仍见一定功力，但个人以为用力尚且不足，从历
史中发掘用力不足，不过放回三四十年前还是振聋发聩的。
5、中国研究法治必读书
6、翻过，一种类似传统教科书的言语枯燥。鉴于书是再版，权利时代的语境与研究对象及结论参考
价值大致相当于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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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勾画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样本，且将中国法治建设历程置于全球法治演变大背景下。
法治，顾名思义即依法治理。法治并非来自国家或者政府的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的意愿。一部泽被黎
民苍生的成文法律，其产生渠道及发挥作用理应遵循如此路径：社会根据人民意愿选举成立政府，政
府根据人民意愿制定法律，并依靠根据人民意愿制定的法律来管理社会。法律看似冷冰冰没有感情，
实则骨子里充满友善温情，一部“公正性”或“中道性”的法律，将使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强权人
物还是属于弱势群体者，都能得到它的护佑，它能保证社会始终于平等、自由、公正轨道平稳运行，
使所有人的福祉都不会落空。《法治论》纵横古今中外，对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现代西方主要代表
国家，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德斯鸠、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学说予以精彩点评，伟
大先哲的光辉思想穿越上千年岁月风烟依旧光彩夺目，令人高山仰止。本书不仅勾画了英、美、法等
国的不同法治样本，而且将中国法治建设历程置于全球法治演变大背景下，着重对中国自1949年
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进行回顾梳理，令人倍感人治之荒谬不经以及法治之异常珍贵。作者
王人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学家、《政法论坛》主编，程燎原是著名法理学家，现任重庆大
学法学院教授。两人均著述丰硕。法治符合民众意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法治”相对
的是“人治”，人治非常不可靠，无法替普罗大众谋取福祉。人性是贪婪与自私的，人类必须有法律
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但有人群地方便少不了丛林争斗，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的思想，可能起
始于斯。无论身处什么社会，哪怕历经多少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教育，只要权力没有约束，执掌权力
者多半都会伸出贪腐之手，这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大反腐力度，一大批“苍蝇”与“老虎”前赴
后继应声落马可见一斑。正是因为对人性有了较为现实的新估计，才会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构想与实践。人治让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专权，必然通向专制，这种国家扼杀或毁灭了自由，由某一
个人或某一些人按他或他们的私利对一个国家进行统治，就算有法律也是按一个人或者少数家族的利
益制定，它“是人的王国，而不是法律的王国”。而法治使人向善，即便是未有善心，亦不得不做善
事。立法者的格言应当是“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在一
个崇尚法治的国家，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有无法的精神应是首先考虑，其次才是讲求品德，二者不可
颠倒。胡适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
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最终这
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法治精神一个显著特征，即对权力保持警惕与怀疑
态度。好莱坞的电影里，最大的幕后黑手往往藏在政府内部，支配这一情节的背后逻辑，乃是美国的
宪法精神，即对政府的怀疑与批判。而在这怀疑与批判之中，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法律是为公众谋取利益而不是为某一阶级或个人谋利，是为“良法”而非“恶法”，“恶法”是
专制的帮凶、民众的“天敌”，它会剥夺民众自由与幸福。良好的法律促进众人财产与政治权利平等
，呵护公众的自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随之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期盼它成为中国完善法治体系、推进法治建设的“春之声”。原作者：涂启
智原载于：深圳特区报
2、王人博与程燎原两位老师的这本《法治论》时隔多年再版，其内容现在看起来仍然适用。在法治
这个问题上，旧的问题有所改观，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里有法治，单位对面信访局的宣传栏里也有“法治”，我们从“法制”走到“法治”究竟是怎
样的一个过程，和西方相比有哪些增益，有哪些需要借鉴学习的，这是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首先
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根据时间的脉络梳理了西方社会思想家法学家对法治的思考。在定义上如亚里士
多德认为“法治是守法的统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给出了自己的构想，在实
践上从美国说开去，展现了完整的西方法治发展历程。接着说到中国从古至今对法治人治的探讨，揭
示出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彻底性，所谓“丝绒手套中包裹着的铁拳头”。从思考出抽离出来，作者从理
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法治进行探索，并对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进行解释，目的是为解决中国当代法治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启蒙。在理论上，法治具有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实体价值上，法治为权力寻找一个
合理位置，将权力放在笼子里，确保自由的实现，这里讨论了自由与法律、以及权利与义务这些内涵
。形式价值上，认为法治应当做到“可操作性原则”“至上性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和“法律组织
职业化原则”，只有在形式上做到上述内容，实际中做到权利义务统一与自由的保障，法治才可以得
到实现。那么法治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作者从观念、制度、组织上进行了叙述，给我们描述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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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以上种种都是理论上的讨论，在实践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在下篇作者
展示了西方与中国的探索，尤其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发展面貌，在前进与后退中艰
难前行。十年浩劫中法治是退步的，在拨乱反正后的法治是功利的。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多少忽视了法
治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国，法治的发展需要构建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应当调和传统法文
化、传统道德观、法的实效与法治发展的冲突。全书的最后，作者说“该结束的到此结束。不该结束
的永远不会结束”，这抽象又具体的感慨展示出作者对于中国法治的希冀。愿“突破”更多，探索继
续，永不止步。
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法治论》,是对199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同名著作的修订本,《法治论
》纵横古今中外,对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现代西方主要代表国家,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
德斯鸠、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学说予以精彩点评,伟大先哲的光辉思想穿越上千年岁月风烟依旧
光彩夺目,令人高山仰止。　　法治符合民众意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法治”相对的是
“人治”,人治非常不可靠,无法替普罗大众谋取福祉。人性是贪婪与自私的,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
法律,否则但有人群地方便少不了丛林争斗,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的思想,可能起始于斯。无论
身处什么社会,哪怕历经多少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教育,只要权力没有约束,执掌权力者多半都会伸出贪
腐之手,这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大反腐力度,一大批“苍蝇”与“老虎”前赴后继应声落马可见一
斑。正是因为对人性有了较为现实的新估计,才会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想与实践。　　法
治使人向善,即便是未有善心,亦不得不做善事。因为有完备的法律体系,颇有些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作
派的小布什当年做了总统之后,也只能“站在笼子里”谦恭地服务美国民众。立法者的格言应当是“有
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维护社会公
序良俗,有无法的精神应是首先考虑,其次才是讲求品德,二者不可颠倒。　　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跟其
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法家虽有“以法治国”思想萌芽,但其本质仍是君主至上,“匹夫
”不是治国的主体而是被治理的对象；儒家虽不排斥法的作用,然主张仁人、贤士治国,主旨还是人治
思维,而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论指向等级森严与愚忠愚孝。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
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且通过法律限制权力思想闪烁不朽的光芒。　　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
讨论依法治国,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信这会成为中
国完善法治体系、推进法治建设的“春之声”。“问世间法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祈盼苏格拉底
们至死不渝追求的“良法”之花在世间每一个角落次第盛开。原载于：法制日报原作者：涂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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