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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念是连接着法制与社会、法制与法学、价值规则与生活世界、制度创新与观念改造等的一个
重要中介。
法理念是法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法理念的更新是法学范式转换的一个风向标，把握法理念也是
深入观察一个社会法制状况的重要切入点。

　　法的理念是法律制度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着法律制度整体的本质、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法律理念的转换折射出一个时代法律与社会变迁的精神轨迹。
从法律理念的更新和重构中我们可以窥见法律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身影。
当然，法律理念的更新转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事件，甚至首要的并不是法律事件。
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一体性决定了只有在世道变迁的大历史中才能找到法理念变迁的内在
根据。
就我国法理念的更新和转换而言，就是要在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的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中，在追求社
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和理解法理念更新和转换的基本方向和内在原因。
在当代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进程中，探讨法理念更新和重构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基本方向，对认识
法理念如何引领我国法治化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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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传星，男，山东定陶人，196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治学方向：法哲学、人权法、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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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理论已经成为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这一理论也秉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更主动地充实具有时代
性的内容，更自觉地贴近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更积极地回应中国发展中的人民呼声，更有力地打破
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种种教条。
法治注重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关注从规范的角度来实现具体的治理，确有某种去意识形态化或者超政
治性的特点，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这种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技术性或专业性，也根本不大可
能绕开社会基本制度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的问题。
只有在重大的基本社会制度的设计理念上达成共识，或者借用个说法进行某种政治决断，才谈得上技
术层面上的法律进步。
诸如权力分立、人民主权之类的法治理念和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治理意义上的决断或选择，而非一
种首先是单纯的法律理念。
没有这个政治前提，就谈不上具体的法治治理。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服从政治的，法治建设中的最重大问题都是政治性的，法治进程是受到社会
主导意识形态或理论强烈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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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的法理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的考察》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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