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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系统与全景式研究了先秦诸子关于政冶法的思想，对于各学派的人性论、民主决策
保护权利和限制权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都是有待于更加深入研究的重要学术问题，《先秦诸子政治法思想萌芽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
了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
其中诸多结论都具有新意，对于研究者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文明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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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　　海涛，兰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史学博士，《西部政法论丛》主编。
主要研究法律史学、法律英语、环境资源法学等。
出版专著、译著、论文集十部，在《新华文摘》《兰州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代表性论著有《法律英语新编》《西方政治学、法学原著导读》《西部环境资源生态法治研究》《自
然资源保护法原理》《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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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政治法思想萌芽研究——以先秦诸子为中心
　导论
　　一、研究缘起
　　二、学术回顾
　　三、文献综述
　　四、研究方法
　　五、思路及创新
　　六、研究意义：重蹈覆辙还是理论升华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
　第一节 政治法的概念
　　一、政治法概念的提出
　　二、狭义：政治法是宪法的下位法
　　三、广义：政治法是宪法等法律部门的统称
　第二节 综合的政治法观
　　一、确立综合的政治法观的意义
　　二、政治法思想的构成
　第三节 政治法形态论
　　一、政治法现象的历史考察
　　二、政治法现象的各种形态
　第四节 政治法思想的萌芽
　　一、政治法思想是入类文明的普遍现象
　　二、先秦时期产生政治法恩想萌芽的条件
　　三、政治法的发展与民族文化
第二章 “人性论”思想萌芽
　第一节 “人性善”思想萌芽
　　一、“人性善”思想的萌芽
　　二、“人性善”思想的系统化
　第二节 “人性恶”思想萌芽
　　一、“人性恶”命题的提出
　　二、“人性恶”思想的系统化
　第三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人性论”
　　一、“人性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二、“人性论”与政治法的关系
　　三、中西“人性论”思想比较
第三章 关于“政权根本问题”的思想萌芽
　第一节 有关政权的产生与变更的思想萌芽
　　一、有关自然状态的思想萌芽
　　二、有关“自然法”的思想萌芽
　　三、有关法律、政权产生的思想萌芽
　　四、有关政权变更问题的思想萌芽
　第二节 对现实治国方略的否定
　　一、顺道安民的“无为而治”思想
　　二、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第三节 对现实治国方略的改良
　　一、以道德教化为主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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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刑法威慑为主的治国方略
　　三、代表平民利益的治国方略
　第四节 综合百家之长的“新德治”思想
　　一、“新德治”范畴论
　　二、“新德治”要素论
　　三、“新德治”原因论
　　四、“新德治”体系论
第四章 关于“民主”的思想萌芽
　第一节 “中国式民主”概念初探
　　一、“广义民主”概念之界定
　　二、“西方式民主”与文化冲突
　　三、“中国式民主”与本国资源
　第二节 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与沿革
　　一、从远古到西周时期
　　二、春秋战国时期
　第三节 关于“民本”与“民主”关系的争论
　　一、近代以来的争论
　　二、当今学界主张二者冲突的主要观点
　第四节 “民本”与“民主”思想沟通之可能
　　一、研究视角的扩大
　　二、民主的哲学前提：人格独立与人格平等
　　三、民主的基本价值：民意与民利
　　四、民主的追求目标：秩序与和谐
　　五、民主的未来走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互鉴
第五章 关于“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第一节 以和平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一、“天鬼监督”的思想萌芽
　　二、“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
　　三、“道、德监督”的思想萌芽
　第二节 以暴力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一、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萌芽
　　二、关于“人民反抗暴政理由”的思想萌芽
　第三节 限制权力具体主张方面的思想萌芽
　　一、限制君权的思想萌芽
　　二、限制吏权的思想萌芽
　　三、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萌芽
第六章 关于“保护权利”的思想萌芽
　第一节 “人道主义”思想萌芽之产生
　　一、老子对神的价值之否定
　　二、孔子对个人价值之尊重
　　三、墨家对人民主体性之承认
　　四、孟子对“民为国本”之思考
　第二节 各学派关于“保护权利”的主张
　　一、道家：依道保护权利
　　二、儒家：保护权利的完整体系
　　三、墨家：兼顾人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
　第三节 保护具体权利的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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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护自由权的思想萌芽
　　二、保护平等权的思想萌芽
　　三、保护民主权的思想萌芽
　　四、保护生命权的思想萌芽
第七章 先秦诸子政治法思想萌芽的承继及影响
　第一节 对前代思想的承继
　　一、“重视人事”的思想萌芽
　　二、重视人民权利保护的思想萌芽
　　三、接受“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
　第二节 对后世思想之影响
　　一、人性论思想萌芽之影响
　　二、“政权根本问题”思想萌芽之影响
　　三、民主思想萌芽之影响
　　四、限制权力思想萌芽之影响
　　五、保护权利思想萌芽之影响
　第三节 对后世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影响
　　一、人性论思想萌芽之影响
　　二、“政权根本问题”思想萌芽之影响
　　三、民主思想萌芽之影响
　　四、限制权力思想萌芽之影响
　　五、保护权利思想萌芽之影响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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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古代政治法思想萌芽研究——以先秦诸子为中心导论一、研究缘起从人类产生至今，法
律（规则）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防止和处罚最严重的暴力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及危害社
会公共安全的行为；第二．如何调整人们之间关于财产所有、经济交往及婚姻家庭关系；第三，如何
解决政权组织、权力运作、国家（共同体）管理社会、维护秩序、保护人民权利方面的问题。
解决这三类问题的法律，今天分别被称为刑法、民法和政治法。
这三个概念．在古代中国都没有，但是对应的规则和思想却是存在的。
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有关刑法、民法的制度和思想研究成果颇多。
而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法思想的关注还不多，主要原因是学术界认为政治法是西方的产物，研究中国先
秦时期的政治法思想似乎不够妥当。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课题有研究的紧迫性和可能性。
有人会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解读西方的宪政、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概念不是什么创新，在
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去做了。
人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曾经有人以‘民本’诠释西方宪政文化中的‘民主’，这无疑是一种误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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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诸子政治法思想萌芽研究》用具体史料来考察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最早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政
治法现象，提出了凡是关于“政权根本问题、民主、权力限制、权利保障”四个问题的思想都可以认
为是政治法思想萌芽，以此为指导思想，对先秦诸子传世文献中有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国内外
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系统化、体系化的探索，从视角、内容、方法三方面都应该是具有创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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