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5), 3169-3174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51   

文章引用: 周子萱. 浅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 法学, 2024, 12(5): 3169-3174.  
DOI: 10.12677/ojls.2024.125451 

 
 

浅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周子萱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2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9日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回溯我国法律发展历史，了解传统法律文化意蕴，以新的视角发掘我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价值，

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取其精华，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有助于推

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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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By recalling the 
history of leg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exploring the value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taking the essence of 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will glow with new vit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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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悠悠文明，积厚流光，在我国几千年绵延发展的文明历史中，有着不计其数的文化珍宝，奠定了古

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其中不可或缺部分就包括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遗产。古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和体

系使我国跻身于世界的五大法系之中，一直到现代还在影响着东亚部分国家的法律文化，是世界法律文

化中的瑰宝。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德法相符、执法如山、以和为贵等的法治理念，

让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为我国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所以，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

发展过程、形成基础及特征，对建设当今法治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述 

2.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孕育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土壤，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则，但对于“法律文化”并没

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法律文化是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

度、情感、价值、学说和法律设施、法律技术的有机复合体，它是一个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

念文化在内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传统法律文化是相对于法律文化的一个概念，学界一

般认为是对中国从上古时代到清末修律数千年间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1]。古代中国作为一个

实行高度的专制统治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封建农业大国，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文化也彰显着十分浓厚的极

端国家主义。 

2.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法律的萌芽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最早有法律内容记载的是夏商周时期，严格的祭祀制度

所孕育的“礼”是早期“法”的雏形，“礼”以神权为依托，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起着一定

的约束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典章、家族的规约和民间的习俗，到了西周时已经存在有明文条例的刑

法，《尚书·吕刑》中对于周朝的刑法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分类：有墨(囚犯脸上刺字)、刖(断足)、斩首、

鞭刑、流放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的颁布打破了“刑不可知”的情况，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

展奠定基础，尤其是商鞅变法，为后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起到了奠基作用。秦朝时司法制度已

经基本健全，李斯提出“事皆决于法”，并进一步扩充了刑法。两汉时期，参考了秦亡的教训，采取了

“与民休息”政策，董仲舒又权衡各家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以儒为主、儒法合流

的新思想，为后确立“德主刑辅”的法治思想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法律科条简要、规范详尽，形成

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严密封建特权法，包括《贞观律》《永徽律疏》《唐六典》等，这些律法还传播到了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唐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形成。两宋至清朝末期，封建统治由集权顶峰走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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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也出现了《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律法，都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法律从单一走向完

备，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各具特色。 

2.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传统法律文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封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

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所衍生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

织”的自然经济构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又封闭稳定的社会，百姓在这种生活环境的感染下更易形成知足

常乐的社会心态和坚韧保守的民族性格，便于统治者利用政策和法律工具进行管理。第二，中国古代是

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设定的，而法律作

为管理和统治民众最有效、最便捷、最可靠的工具，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统

治者依靠“礼”和“法”完成了对民众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第三，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宗法作为维系家

族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血缘宗法成为了任命官员、维护统治、封邦定国的

一套具有严格规范的制度，特别是至汉代，儒家成为了正统思想后，尊卑、道德、伦理纲常就更加制度

化，所以伦理道德化也是中华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3.1. 以民为本 

政权的稳定与民众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不断提出以民众为

根本的政策。自周朝开始，就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将天意与民心相关联，时刻提醒统治者要注重自

身的德行，爱民重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的“仁者爱人”、“君舟民水”、“民贵君轻”等思想，

都体现出了人民高于君主的地位；汉朝《尚书》写道：“永利民”也代表着要以保护人民的安全和利益

为首位，这些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文明成果贯穿

中华法系思想的主线，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有着众多体现，在《周礼·秋官·小司蔻》中就有记载：“壹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即对于老人、幼童及先天不足的弱势群体可以免除刑罚。唐朝之

后以流放罚没来代替死刑，以减免和赦免来减少实行死刑的次数，后也被其他朝代所沿用，民本思想也

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取向，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出现民主制度，但是民本思想渗透在国家各项制

度和政策中，渗透在君民关系中[2]。 

3.2. 礼法结合 

中国古代朝野更迭，各个统治者都想保证自己的绝对统治及维护阶级利益，将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的

重要工具。汉朝时期，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同秦朝时期

的严刑峻法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所以汉朝时期的统治既有着秦朝的封建高度集权特点，又新增了“礼

制”的管理，例如让轻罪的百姓以义务劳动来抵消刑罚，这样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使百姓免受皮肉之

苦。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法治思想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例如“十恶不赦”中的“十恶”主要代指的

是违反了儒家伦理原则的严重犯罪，既然无法利用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就只能以刑法进行处罚。这种思

想顺应了统治者的要求成为了正统思想，影响了后来中国近千年的封建统治。 

3.3. 家国一体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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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家庭紧密相连，想要天下评定，就要实现国家强盛，政治清明；而国家强大就要归根溯源，必须家

庭和睦；家庭和睦又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品质高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了宗法社会秩序稳定

的重要原则。“修身”和“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家庭伦理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界限也就消弭了，特别是

从儒家思想的立场出发，在法律中贯彻家族伦理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家族是落实法律的重要单

位，而古代家族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尊长就成为了法律的主要监督者，家族家规和国家法律实现了真正的

融合。 

3.4. 追求和谐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绝对统治，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这需要寻求一种与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

度更加契合的统治方式。《论语·乐记》讲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礼记·曲

礼》所述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都体现着古代中国严密的等级秩序，围绕着这个等级

秩序建立的宗法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

位，首先无法避免人情因素在法律中的影响，“子为父隐”、“皇权特赦”，不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被

统治阶层都会碍于父子君臣伦理，出现包庇或是超越法律的行为。其次，受儒家“天人合一”所影响，

整个古代社会普遍追求秩序和谐稳定，在传统司法文化中，诉讼并不是为了彻底界分权利与义务，便于

衡定罪责，而是为了息讼止争，双方在诉讼的基础上了解对方的诉求，最终达成互相谅解宽恕的和谐氛

围。 

4. 以“五个突出特性”理解我国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有着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深厚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用“五个突出特性”来加深对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认

识，可以有效发掘各朝各代法律的内在联系。 
我国的法律发展史以夏商周时期为起点，一脉相承，有着众多关于法律行文的典籍，各个朝代不论

贫富强弱，都将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从发展的深度来看，我国法律文化发展从未断裂，有据

可考的法律历史绵延千年。从发展的广度来看，从上古时期的“皋陶造律”，不断丰富发展到唐朝的《唐

律疏议》，其影响远播东南亚诸国，都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连续性特征[3]。深厚的

中华法系为当代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依据和动力，现代法律是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续发扬，是“连

续性”的时代展现。 
“连续性”并不代表法系的一尘不变，相反地，是以“创新性”为条件，才能实现中华法系发展的

“连续性”。纵观我国的法律发展史，可以发现从古至今的法律制度都在随着社会具体情况的发展而不

断变化，不断上升的，在新的挑战和矛盾前不断超越自身，以新创造和新形式紧跟社会前进的步伐。中

国各个封建朝代的更迭，新任统治者会总结前朝国家治理的优劣之处，在此基础之上制订更加适合社会

实际情况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条例。社会矛盾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也要求法治体系

需要不断创新，不断适应新矛盾，做到守正而不守旧。 
“统一性”在法律发展史中主要体现为始终如一的民族信念，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民族团结、

民众安居乐业的价值追求。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矛盾，

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兼顾各民族间的差异，做到各民族平等团结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所以法律作为解决

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被历朝历代所重视，其中的价值追求也早深深镌刻在了民众的心中。从秦朝时期

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延续，即“统一性”中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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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统一性”的目标和追求，就不会有中华法系的“连续性”。 
“包容性”是中华法系延续绵长的重要原因，从先秦时期各个学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儒家、

道家、墨家等有关法律的思想与实践不断结合，最终形成了内儒外法、德主刑辅的传统法律思想。在这

样包容性极高的秩序体系中，中华法系能够不断的创新，新融入进来的民族以及外来的学习民族都能在

此接受中华法律文化的陶冶。也正是因为“包容性”能使我国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得以不断创

新，使得中华法律文化能在激流中不被冲散，实现连续性发展。 
中华法律文化的“和平性”建立在“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上。对内，中国人从骨子里崇尚的与人

为善，在古代表现为对“无讼”的倾向，孔子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不支持甚至排

斥通过诉讼的法律手段来解决民众间的纠纷，提倡以道德教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外，中国古代至

唐朝形成了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周边国家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力也更加深厚与范围广

泛，比如古代日本通过“遣唐使”等方式的交流，全面学习唐代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等方面先进之处，朝

鲜半岛的政权新罗王朝也在全盘学习唐代文明[4]。中国并不将自身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而是通过自身

的发展来吸引其他国家学习，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 

5.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 

5.1. 发扬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治国理政中，道德与法律缺一不可。《韩非子·饰邪》中论及：“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意思

为将道德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将法律作为行事的根本准则，我国自古以来就尤其看重道德对于人

的教化及约束作用，我国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道德观，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是约束的最高点，法

律是约束的最低点，国家将法治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不仅是要以强制方式来规范不正当或有害社会稳定

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在民众心中树立起遵纪守法的道德自觉，将心中的真诚良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将每个人都培养成为独立发展的个体，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谐问题。同时，从传统法律文化中继承下来

的道德教化习惯，也是长期以来埋藏在民众心中的自愿性的道德习惯。 
法律是被动性和强制性的，而道德是主动性和自愿性的，所以当自身权益和安全发生矛盾时，道德

水平较高的个体就可以从自身的道德层面直接消弭矛盾，而道德水平较低的个体只能诉诸法律以期解决。

所以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作用，和谐思想下的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避免

矛盾和冲突，强化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具有凝聚作用，这种凝聚作用带有对以往法律经验、实践或祖先

的信仰、崇拜，具有规范属性，在无形中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是对法律功能的有力补充[5]。 

5.2. 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发展依法治国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民本思想与当今依法治国中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脉相承，从古至今中国法律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系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民众的实际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生活更加公平幸福。

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选择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因为我国在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一直受到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的熏陶，它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根基，能够在人民当中形成一种价值纽

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法治宣教的最终目的，也是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坚持依法治国的共同目的[6]。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包含的德主刑辅、以和为贵、明德慎罚等内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国古

代以德治为重，以道德和礼义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所以在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中，依法治

国与以德治国两者之间并不是相斥关系，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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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传承传统法律文化增强法治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法律文化中，有众多发人深省的思想值得借鉴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自

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我国的历史脉络中，

儒家和墨家的思想长期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儒法思想为主要内核的中华法系不仅影响着我国现代

的法治建设工作，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影响着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不一味照搬西

方，被全盘西化，而是具有深刻的自身特点，将历史筛选留下的“公正、仁恕、和谐”等特质作为我国

当代法律的主心骨。当我们的法治思想受到西方法治思想与制度冲击之时，不能妄自菲薄，要牢记刻在

中华民族骨子里的精神标识，坚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文化兴则国运兴，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传承工作对于健全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机制，让传统法律文化重新迈入大众的视野，焕发新的生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除了要做好宣传活动，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还要充分整合本土性

地方性的在法治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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