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13位ISBN编号：9787301158067

10位ISBN编号：730115806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金钊  主编

页数：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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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内容概要

司法方法是一种法律方法，是法律方法在司法中的运用与体现。
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司法方法的运用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当下中国法治的实践中，司法方法应当基于特定的基本理念和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种作用。
法律和社会中充满各种冲突，例如事实与规范、法意与民意的冲突等，综合运用各种司法方法(包括法
律解释、法律论证和利益衡量等)，可以协调与整合这些冲突，从而使得社会重新恢复到和谐状态。
本书通过法学的规范分析以及司法方法的运用，为和谐社会的建构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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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和谐理念下的法治、法学与司法方法“和谐”是中国文化所造就的特有概念，尽管在西
语中有“秩序”概念与和谐接近，但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对应的词语。
因而我们的很多学者都开始把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认为和谐即中庸
④、中和等。
其实中庸或中和等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和不同价值观点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都承认“中庸”与“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但人们对中庸、中和的“度”并不很容
易把握。
因为在和谐状态中强调了秩序状态以及价值判断的和而不同，“和谐”一词像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
一个系统整体的概念，在两极或多极判断之间取得“中”与“和”都很难拿捏。
这里面不仅是选择的问题，还有斗争的成分。
和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上，又吸纳了现代社会文明的理念
”②。
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高层领导人重提和谐的理念，深得中国与世界的认同。
这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以后，展示中国对世界独特贡献的符号，是
中国历史延续的一种表现。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延续。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很多的西方因素。
所以，在今天讲和谐，已不能完全在古代文献里面找资源。
我们不可能在复古的思维中建设今天的和谐社会。
我们认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否则在文化方面就会出现不和谐。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西方文化现在已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也逐渐形成了
新的传统。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借用了传统的概念和文化精髓，并在现代化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的(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担心的是，和谐社会的建设，没有往法治的道路上引领，而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因而，我们首先需要结合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文件的精神，阐释建构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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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方法文丛: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致力于以法律方法的方式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当
下的法律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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