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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治平， 当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

的法学家之一， 其作品在中国法

学界的影响无出其右。

★ 积二十年之功， 把中国的法治运

动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社会变

迁的背景下观察和理解。

★ 回答的问题极为重要：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 ” 意味着什么 ，

是否可能， 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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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治， 关涉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与命

运。

在本书中， 梁治平先生以一种长时段的

历史的眼光， 试图回答以下一系列重要问

题：

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

的概念， “法治” 为什么会在中国 20 世纪

70年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法治” 议题的提出和强化， 在当时和

今天是为了应对什么挑战， 解决什么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中国的法治运动经历

了哪些阶段？ 它在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 应该怎么认识和评估这场

持续不断而且不断升温的运动？ 被层层限定

和包裹起来的“法治” 还可以恰当地名为

“法治” 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意

味着什么， 是否可能， 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

可能的？

【内容简介】

梁治平， 1978 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

从此以读书、 教书、 著书为务。 研究多围绕

法律史、 法律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法律与社

会展开。 著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991）《法辨》（1992）《法

律的文化解释》（1994）《清代习惯法》（1996）

《礼教与法律： 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2013）《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等，并有

两卷本自选集：《法律史的视界》（2013）和《法

律何为》（2013）。

其中， 《法辨》 获评“1978—2014 影

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 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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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全面介绍美国法律

的著作。 内容不仅涵盖美国的

实体法和程序法， 而且介绍了

美国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判

例法分析方法； 不仅全面剖析

了美国联邦和州的法律制度，

而且深入到美国法律发展面临

的各种挑战和学界的争议。 本

书旨在使读者对美国法基本原

理及其法律制度形成一个基本

认识。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过程

中， HR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劳

动法问题， 由于劳动法问题纷

繁复杂， HR 往往很难获得准

确而专业的解答。 从帮助 HR

解答劳动法问题的角度出发，

本书汇集了 1000 个 HR 原生

态实操问题， 这些问题全部为

HR 的真实问题， 绝无杜撰 。

你的劳动法问题， 这里都有答

案。

《法律谈判》 通过大量的

案例， 向读者尤其是年轻律师

详细诠释了如何对待当事人、

与当事人会见时如何倾听的技

巧、 如何判断当事人面临的问

题、 如何收集案件信息制定决

策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如何完整

办理一个诉讼案件或者非诉讼

项目， 让律师换一个角度认识

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职业关

系。

《法律谈判》 《美国法律体系》《企业劳动法实战问题解答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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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 自那以后， 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

而深刻的改变， 法律生活的改变无疑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 当我 1978 年考

入西南政法学院学习法律专业的时候， 这所

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法学院是在停办

大约十年之后首次恢复招生； 而在当时， 全

中国在办的法律院系总数不超过十所。

三十年后， 这个数字变成了六百多所，

在校学生人数则增加了两百多倍。

我还记得， 我入学的第二年， 中国才有

了自 1949 年以后的第一部 《刑法》 和 《刑

事诉讼法》， 现行宪法则在我毕业的那一年

颁布实施。

因为这个原因， 在那四年当中， 我们学

习的各门 “法律 ”， 甚至不是 “书本上的

法”， 而不过是一些粗疏的原则， 既没有精

微的学理来支持， 也缺乏经验性的基础。 事

实上， 当时整个社会对法律的概念都是陌生

的。

而在今天， 不但实证的法律制度已经建

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系统化了， 法律的重要

性和影响力也渗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和各个

方面。

这里， 我不想列举一系列枯燥的数目，

说明中国目前有多少法律、 法规和条例， 以

及根据立法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还会

有多少法律被制定出来或得到修订； 而只想

指出这样一些事实：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引起民众热议的公

共话题很多都是同法律有关的， 而社会公众

透过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表达的意见， 也越来

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经常影响到政

府决策和司法判决。

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

的概念， “法治” 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法治” 议题的提

出和强化， 在当时和今天是为了应对什么挑

战， 解决什么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中国的法治运动经历了哪些阶段？ 它在中国

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应该

怎么认识和评估这场持续不断而且不断升温

的运动？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究

竟是什么意思？ 被层层限定和包裹起来的

“法治” 还可以恰当地名为“法治” 吗？

“党的领导” 下的“法治” 在什么意义上是

可能的？

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采取一种所

谓内在批评的立场。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从

某种外部立场出发， 用外部世界的或教条主

义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社会的变化； 而是从中

国现实出发， 由社会行动者自己提出的主张

入手， 通过梳理相关观念、 思想、 理论和实

践的脉络， 发现这些主张内在的理路， 揭示

其中隐藏的紧张， 进而深化我们对于当下中

国社会及其政治和法律进程的理解。 这篇文

章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 从一个内在视角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做一个初步的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