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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秉持“大司法”的理念，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串于司法职业道德要求
之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司法职业道德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司法职业道德教育
知识体系。
在此基础上，教材分别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和狱警的职业道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归
纳和阐释，最后还对司法职业道德行为的评价和调整进行了探讨。
    本书理论基础扎实，框架结构合理，逻辑层次清楚，编写体例科学，可作为政法院校研究牛及本专
科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广大刑法工作者和司法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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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森年，男，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学科带头人，
兼任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领导科学、人才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主持和参加国家、省部及其他各级各类课题10多项，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道》等著作（
含合著）6部，发表论文70多篇。
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丰碑》（合作）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跨越世纪的征途》（合作）
获江苏省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主持
）、《思政课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探索与实践》（主持）先后获2005年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
成果三等奖和2008年上海市教育改革实验奖三等奖。
现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思维方式变革研究”。

    曾获2006年度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2005—2007年度上海市司法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2006
—2007年度上海市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07年上海市育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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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法律体现的是道德观念，道德乃法律之源　　如前所述，道德观念不仅产生、发展早于法律，
而且道德的内容是法律制定的基础和源头。
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中国先秦还是古罗马帝国，在制定精细而强硬的法律规则时，都是将道德、
伦理中的善恶、美丑、清浊、真伪等问题进行提炼升华和条分缕析，进而形成具体的法律制度。
从守法的角度看，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公民能否遵纪守法的基础和前提。
此外，道德是法律的补充——由于法律制度本身的有限性和滞后性、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变动的迅疾
性和隐蔽性、立法程序的繁琐性等，现行法律有许多触及不到和无法用法律来裁判的社会生活领域的
问题。
如前所述，道德在这些领域通过社会舆论、传统力量和人的自律来调整、约束人的行为。
　　（3）法治社会中的道德与法　　①两者内容相互渗透　　在法治社会中，道德与法不仅存在着
区别和联系，而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
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①实践证明：自古以来，道德与法的内容就是相互渗透的。
在法治时代，正义、公平、人权、民主、自由、和谐等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断渗入立法、执法理念
和运作程序中。
如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是在呼吁、追求社会公正、
社会和谐的民意民心民愿推动下成功出台的。
另一方面，公正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出现也是道德的有力支持。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公民慢慢开始把法律作为调整个人行为的严格标准，遇事常用“
合法还是非法”的思维逻辑进行判断，尽量行走在法律的界限之内。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熏陶下，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风气逐渐集中到了正义、公平、人权
、民主、自由、和谐等现代社会价值观上，推动国家、社会走上健康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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