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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法学论纲》

内容概要

《汉语法学论纲》一书，从中国文化命意的深度和高度，怀揣着家国情怀的现实和忧思，以学术的敏
锐和严谨，挖掘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明背后的价值思想脉络及其与现代法学的转轨对接途径。其中
，“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一文，计12万字，全文
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在1949年后的学术期刊界一次性发表的长文中尚属
首例。
具体说来，该书所谓“汉语法学”，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于中国历史的观照下，将中国人生和中国
社会的法律生活当作基本对象，而将中国文明的人文忧思与价值关怀拥纳入怀，意在讲述一个民族文
明转型和立国进程的法律史叙事，构成了它的政治立国的意义指南，也是赋予近代中国“立国、立宪
、立教和立人”四位一体的政治建国进程以制度肉身的法意资源。经此作业，本书着意于现代中国政
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期期于探究一种基于深切历史感的华夏邦国政治，从而，为奠立现代中国文明
的法制体系提供伦理—政治意识。
编辑推荐
1、《汉语法学论纲》开篇“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
”一文，计12万字，全文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在1949年后的学术期刊界
一次性发表的长文中尚属首例。
2、许章润此书行文亦不改 “半文半白”之风，时而端庄隽永，时而洒脱诙谐，且真有点“梁任公的
味道，笔尖常带情感”，一边阐发汉语法学的价值思想体系，一边仍不忘嬉笑怒骂，畅抒忧国忧民之
思。
3、现在学术界都忙着与国际接轨，许章润则执意从中国本土的历史资源中挖掘阐发法学背后的价值
思想体系，从中国文化的高度构建颇具特点的汉语法学体系。此举不可谓不“顽固”，然而，正因为
他的固守阵地，汉语法学理论才得以在一片欢呼声中异军突起，独领风骚。
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汉语法学论纲》是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对竞争和挑战的激烈之作
。
清华大学江山教授：《汉语法学论纲》为法学界开了个很好的头，并从历史法学沿革的解读进一步梳
理了“道”的演变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汉语法学论纲》是基于中国当代或者近百年思想、中西文明交汇的
一本忧思之作。
西南政法大学董彦斌教授：《汉语法学论纲》是中国版的历史法学的绪论，是跟大传统相联系的法理
学，是中国版的新自然法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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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法学论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
第一节  源流
第二节  命意
第三节  学理内涵与文明品格
第四节  条件与特征
第五节  基本进路
第六节  知识、文化与政治
第二章   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命题、理论与抱负
第一节  历史主义与历史法学
第二节  法律的历史性
第三节  历史认识与法学认识
第四节  邦国政治与历史情怀
第三章  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
较个案
第一节  转型时段历史必然登场
第二节  现代汉语法学的历史法学品格
第三节  法学原本就是历史法学
第四节  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
第五节  汉语法学需要进一步运用和占有历史解释
附 录  继斯文为己任：2010年12月，就“汉语法学文丛”等接受《南风窗》记者灵子的专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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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法学论纲》

精彩短评

1、这本书的语言啊，才是最大的问题。
2、嘿嘿
3、态度情怀多于分析论证。汉语法学论纲，这篇文章咋读都觉得自相矛盾。抨击规范法学的研究近
路，指责它云山雾罩，然后又极力弘扬法学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抨击当下法律思想的各个进路，又
极力倡导未来汉语法学的扛鼎之作出现在理论法学部分⋯⋯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
4、kindle包月，一本就值
5、典型的中华田园法学
6、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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