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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人类社会政治的宏观发展而言，主要存在“人治”和“法治”两种社会政治形态。
与此相对应，“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其性质，主要存在于“人治”和“法治”两种社会政治形
态之中。
在“人治”政治形态下，政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以
政治为中心，处于一种“合一状态”，“法律”只是“人治”的控制方式，“德治”成为“人治”的
主导方式和实现工具。
在“法治”政治状态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走向相对分离的状态。
“法治”和“德治”获得了相对的自治领域，从而决定了“法治”和“德治”必然走向辩证的结合。
在现代政治视域中，宪政制度是“法治”与“德治”辩证统一范式确立的标志，是现代“德法结合”
的制度化形式。
它从根本上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和制度即“德治”和“法治”两方面确立
起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从政治价值方面讲，它确立了人民主权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德治”内涵；从政治制度方面讲，它确立
了人民认可的程序正当性的“法治”内涵，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代议制、分权与制衡
、法治至上等一系列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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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研究员。
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伦理学分会秘书长。
198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政治法律系，199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5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现为江西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全国育人用人科学专业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江西省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评审委员，江西省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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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力于伦理学与德育、管理学与管理伦理健康人格与人生潜能开发理论的研究，被誉为“我国健
康人格理论探索的先行者”。
自1985年以来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文杂志》、《学术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
篇，出版的著作有《健康人格导论》、《健全人生》、《毛泽东人格》、《精神健康一迈向21世纪的
心灵护照》、《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激发心灵潜力》、《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管理伦理导论
》等，从事参编其他著作9部，多部著作列名国内畅销书排行榜。
获国家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2项、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6项。
从事的健康人格理论研究，受到专家高度评价，对于拓展德育研究、伦理学、管理学、人学研究的视
野，具有重要意义。
1994年被提名为省十大杰出青年。
1998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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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治”与“德法合一”的关系形态一、“人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二、“政治
中心”与社会的“领域合一”三、“人治”与“德法合一”的关系形态第2章　“法治”与“德法分
离”的关系模式一、人类社会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二、“法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基础三、“法治”与“德法分离”的关系模式四、“德法分离”与统一的辩证法第3章　现代“法治
”的规定性一、“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政治模式二、现代“法治”是一种政治价值制度体系三
、现代“法治”的局限及其“德治”依赖第4章　现代“德治”的规定性一、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
律”二、“德治”是一套思想道德教化体系三、现代“德治”的基本规定四、现代“德治”的社会基
础意义第5章　中国古代“德法”关系的结构与性质一、中国古代理解“德法”关系的基本视角二、
中国古代“德法”关系及其性质的社会基础三、中国古代“德法”关系的基本结构四、中国古代的“
德治主义”及其性质第6章　西方“德法”关系模式的历史发展一、西方理解“德法”关系的基本视
角二、西方早期“德法”关系的基本形态三、西方政治“德治”范式的分化与发展第7章　现代“德
法结合”的制度化形式一、现代政治的“德法结合”范式二、现代“德法结合”的制度化三、现代“
德法结合”制度化的基本原理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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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人类社会政治的宏观发展而言，主要存在“人治”和“法治”两种社会政治形态。
与此相对应，“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其性质，主要存在于“人治”和“法治”两种社会政治形
态之中。
在“人治”政治形态下，政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以
政治为中心，处于一种“合一状态”，“法律”只是“人治”的控制方式，“德治”成为“人治”的
主导方式和实现工具。
在“法治”政治状态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走向相对分离的状态。
“法治”和“德治”获得了相对的自治领域，从而决定了“法治”和“德治”必然走向辩证的结合。
在现代政治视域中，宪政制度是“法治”与“德治”辩证统一范式确立的标志，是现代“德法结合”
的制度化形式。
它从根本上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和制度即“德治”和“法治”两方面确立
起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从政治价值方面讲，它确立了人民主权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德治”内涵；从政治制度方面讲，它确立
了人民认可的程序正当性的“法治”内涵，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代议制、分权与制衡
、法治至上等一系列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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