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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

内容概要

《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是梁治平先生的代表性文集，追随法儒孟德斯，而力图推陈出新，以“用法
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开创了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先河，奠定了比较法律文化
研究的基础，是为法学理论的一部经典之作。
本书书名取自作者27岁发表的代表作《法辨》，在收入本书的18篇文章里，13篇刊于《读书》杂志，
这些文章曾经以其锐利之思想、清新之文风而引人瞩目，不但令众多外行一窥法理堂奥，得以亲近法
律，同时也使法律学子领略了法律写作的另一种样式，耳目为一新。
这次再版，是2002年版后的第一次修订版，除了对文字有少量订正，还删去了旧版中的一篇文章，并
对书名作了相应调整。
【编辑推荐】
荣获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奖，排名第一
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律解释文化。
从古希腊到罗马，从欧罗巴到华夏，
穿越数千年，纵横几万里，
将比较法学、法律文化融为一体，法治的精神在笔端自然流露。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Page 2



《法辨》

作者简介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法辨：
法律文化论集》、《法律史的视界》、《法律何为》、《法律的文化解释》（编）、《法律与宗教》
（译）、《新波斯人信札》（主笔）、《在边缘处思考》、《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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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

书籍目录

自  序
比较法与比较文化
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
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
“礼法”还是“法律”
“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革命
——读梅因：《古代法》随想
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
“法”辨
说“治”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中古神学的理性之光与西方法律传统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读后
自然法今昔：法律中的价值追求
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读后
从权力支配法律到法律支配权力
法，法律，法治
——读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法制传统及其现代化
情理，道德，自然法
海瑞与柯克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

后记
重印后记
再版后记

Page 4



《法辨》

精彩短评

1、卷四前的中午，躺在木凳上看先生的这本文集，感觉之后的三个半小时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没有什
么卵用。
2、不愧是梁志平的代表作，相当精彩，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震撼。虽然有几篇没看太明白！
3、比较法⋯⋯
4、一本不错的文集
5、历久弥新，读史知今。“在中国，法律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语。
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它的范围也决
不只限于刑法。” 观念的改变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前进，可能还有太多人不知道甚至不认为自己有什么
权利，更对那些力争权利的人嗤之以鼻，埋怨谴责其唯恐天下不乱。
6、有很多精彩的观点
7、详细阐述了比较法的中西文化环境，历史原因，古今对比，未来展望。有了整体的理解。书好轻
，但装帧不精致。
8、装帧减分
9、32页英文标点使用错误
10、很不错啊！
11、老师怎么后几篇愈发飘哦
12、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好发生了冠县的辱母杀人案，案件印证了作者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我们的文
化根本上是一种伦理文化，它与西方私法文化不能相容，就在于它不但以义务为本，而且实际上没有
权利这个概念。舆论尘嚣说明，虽然我们已经普遍具有法制意识，传统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如果不涉
及到伦理，这个案子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舆论和争议。
13、文章拼凑而成，内容在理略显空泛，没有实用主义，全是文化概念的阐述和陈列。确实是法律文
化集，法律有4，文化有6。从传统和西方的法律文化比对，大抵为人所知，最后一章的展望毫无必要
，高中政治答题的模板。
14、强推。西方法律概念与中国的礼法比较说的很清楚，而且这是作者1988的文集，佩服佩服。
15、终于再版了，梁治平的代表作，影响了一两代青年学子的名著，要买一本珍藏！
16、1986到1988年的文章集，依然是真知灼见，中西法治比较。
17、法律源社会文化，也被文化深刻影响。
18、“法治”作为一种舶来品，我始终认为是找不到本土资源的，所以每次看到法科生老拿商鞅韩非
说事就觉得极其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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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

精彩书评

1、析法之历史辨法之精神《法辨:法律文化论集》,是梁治平先生1985年～1988年间写就和发表的部分
文章,集名出自梁治平的《“法”辨》一文。作为字、词,中西方历史上的“法”,以及作为与社会现象
的“法”是有别的,甚至是有本质性的区别。梁治平认为,历史决定着观念,观念又左右着历史。至少在
历史上,中国的“法”并不等同于西方的“law”,而概念之别的背后隐含着中西方世界观、价值允和秩
序的异同。所以,对“法”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字、语义、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反之,用现人匠、西
方的“法”来套用、理解古代的“法”,就会“蔽于现象、流于肤浅”,或“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遑论辨别不同文化中‘法’观念的基本异同了”。“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对“法
”的研究或辨析也是如此。“对于传统,无论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创新的,弄清楚传统及其
由来总是必要的前提,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做学问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一如梁治平先生所
言,我的研究也是“历史的”和“比较的”,唯独不是思辨的。我无意建构体系,也不愿被“理论”束缚
了手脚。其中,仅其在《法辨:法律文化论集》中的洞见,就不仅仅局限于书斋里的研究,还包括倡导跨学
科研究。比如,法与文化的比较,法与礼的关系,古代法与现代法的发展与差距,以及中国法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等,尤其是把人治与法治的治理模式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不但使我们对中西
方法律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奠定了《法辨:法律文化论集》在法学理论研究、法律史研究以及比
较法研究、甚至立法实践上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应用价值。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当代史。传统
之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一如梁治平先生在
《“法”辨》一文中所言,从严复的遗著《法意》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西方近代思想和法律制度
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正是由于这些先辈们的不懈努力和大胆实践,古老的中国才真正的接触到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法律制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观念的革命已经完成。相反,“有必要进行一场观念的革命
⋯⋯自觉认清我们于无意中承接的传统,尤其是认清这种传统对今天的影响。”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
研究。“未来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印记。”“
为了自由,我们作为法的奴隶”(西塞罗),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的权利”(孟德斯鸠)。这里,
“法”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个人,还统治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非人格化的框架中
去。这是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却不是古代汉语的“法”,至少很难译成“Jus”——权利、自
由、正义等法意,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但是陌生的,更谈不上以法律来保证它们的实现。“在中国,法律自
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语。”而今天的“法”,显然不同于古代“法”字的
含义。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败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
是‘人治’之下最常见的现象,并无中西之别。”一如梁治平所担忧的,“法”一旦返回到刑,“人治”
之下“法”必然占据历史的舞台。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就事物的
性质来说,权力总倾向于无限制的扩张,除非有某种合理的政制,法律的藩篱将被摧毁,自由也将荡然无存
。”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应当是人心系于制度,风气定于法律。法高于法律!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思想。尼采说过,在研究法的发生史的过程中,“法的目的”应当是最后探讨的课题。⋯⋯一件事的
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是用,以及它的目的顺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在重新解释
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在梁治平看来,
每一种文化都体现了一种安排秩序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体现的是不同社会中发生的独特的安排秩序的观
念。在对中国古代法的研究上,他反对简单地套用目前已经通行的一些西方概念、命题。正是这种视角
和研究进路,使他的研究在众多的“法律文化研究”中显示了其独特点。而他的代表作《法辨:法律文
化论集》,描述的不仅仅是一条清晰的中国法治演进路线图,还凸显出中国法治历史进程中那些或浅或
深的足印。2015年7月19日法制日报第十二
版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5-07/19/content_6177353.htm?node=20740　　原创稿件，谢
绝任何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公号等以任何形式转载，若转载或商用请致函致电商洽索取原创及润
色后的完整版。但是，欢迎转发和分享至您的朋友圈。 　　　　　 　　新浪微博，欢迎互粉
：http://weibo.com/139108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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