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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入探讨中国社会中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相互作用与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通过对曾亦和瞿同祖

的著作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两位学者在理论框架与观点细节上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

均凸显了中国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之间深层的联系与相互渗透。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道德化

倾向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上，也体现在儒家伦理对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上。研究不仅

为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深化当前中国法治与道德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历史经验。因此，强调了在研究中国社会法律与伦理问题时，需全面考虑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

的综合作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中国社会，法律思想，儒家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Thought and 
Confucian Ethics in Chinese Society 
—Taking Zeng’s Confucian Ethics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Qu Tongzu’s 
Chinese Law and Chinese Society as Examples 

Bo Chen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pr. 30th, 2024; accepted: May 20th, 2024; published: May 29th,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514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5145
https://www.hanspub.org/


陈博 
 

 

DOI: 10.12677/acpp.2024.135145 970 哲学进展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epl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and profound impact of legal thought and Con-
fucian ethical thought in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Zeng Yi and Qu Tongzu, the study found tha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details of views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Their research highlighted the deep connection and 
mutual penetration between Chinese legal thought and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This connecti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moralization tendency of the law and the “people-oriented” legal go-
vernance concept but also in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onfucian ethics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culture but also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deepen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refore, it em-
phasizes th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legal thought and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ga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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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探讨时，本文认识到，将个别学者的观点等同于

这两大思想体系本身是一种逻辑上的误区，从而导致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偏差。真正的学术追求应当是在

更广阔的视野中，透彻分析和比较中国社会中原生的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而不是仅限于分析特定

学者的见解。这种方法上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应当深挖法律文本、历史记载、社会实践等多种资料，从

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历史演变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体现进行更为精准地剖析。

本文直接对中国社会中的法律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比较，通过对二者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社会

实践等方面地深入分析，揭示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深远影响。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仅能

够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也将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重

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促进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入理解和科学评估。 

2. 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概况 

在探讨中国社会中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交织与互动时，在深化对两者本质特征、发展历程及

其相互作用的理解。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长河中，既有独立发展的轨迹，也有深度

融合的现象。法律思想的核心，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公正，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社会从部落联合

体到封建王朝再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而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

倡导仁爱、礼制、中庸之道，强调个人品德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一) 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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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时，我们发现其具体表现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哲学中。中国法

律思想的特点，尤其在古代，不仅仅体现为统治阶层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而是融入了丰富的道德哲

学元素，显示出法律与道德规范的紧密联系。早在周朝的“刑名”制度中，法律便开始体现出对道德规

范的重视，而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法律更是明显地承载了儒家的道德

化倾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唐太宗提出的死刑三复奏制

度，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体现。该制度不仅展现了法律制度的严格性，更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尊重及对生

命价值的高度重视[1]。这种以人性为本的法律观念，在唐代以及之后的法律实践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成

为中国法律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进一步地，“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这种思想不仅是对

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更是对个体在社会中角色和地位的肯定。例如，唐代及之后时期的法律，在处理

犯罪时往往会考虑到犯罪人的家庭背景、动机及其对社会的可能影响，反映了一种综合考量人的道德与

社会行为的复杂视角。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于人性深处善恶的审视和对

道德伦理的尊崇。 
同时，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反映在法律与人性、道德的和谐结合上。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

如同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那样，强调“仁爱”和“礼制”的重要性，旨在通过法律的实施促进社会秩序的

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即使是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也始终贯穿着一种追求道德完善和

社会和谐的理念。 
(二) 中国社会的儒家伦理思想具体表现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体现远超过简单的治国理政范畴，它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

面，从家庭到国家，从个体到集体，其影响之广泛、之深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孔子提出

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不仅构成了个体人格修养的基石，而且形成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

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法制发展。 
儒家思想强调家族的中心地位，提倡孝顺的家庭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在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体现和强

化。例如，在唐代以及更早的时期，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法律中的许多规定都是围绕着维护家族利

益、确保家族秩序的稳定来设立的。此外，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社会等级秩序观念，如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也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不仅反映了这种等级秩序，而且加以固化和正当化。 
到了宋明理学的兴起，儒家伦理思想进一步深化并推向新的高度，儒家思想的道德化、理性化特征

更加明显。这一时期，儒家伦理思想与法律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仅影响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还影响了

法律的解释和应用。理学家们强调用“德”治国，提倡法律与道德的和谐统一，主张在法律实施过程中

兼顾人性和道德[2]，推动了中国法律向更加人文化的方向发展。 
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法律不断强调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

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思想体系下的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引导，

旨在通过道德的内化和自我约束来实现法的目的。总的来说，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全面而

深刻的，它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法律制度的每个角落，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 

3. 曾、瞿二人在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上的异同比较 

(一) 曾、瞿二人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中国社会呈现 
曾亦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则是非常接地气的从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行中国社会

的呈现。最主要的观点是对儒家伦理思想宗教性的呈现，从日常实例中论述中华民族的信仰起源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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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在对儒家伦理思想在社会呈现时从更加深入的宗教思想来剥除西方伦理思想对

中国社会固有的价值判断。曾亦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在社会上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对于本土

性、民族性的创新性探讨形成了比较深远的意义。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从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论述：家庭、婚姻、阶级、巫术与

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等。中国社会的呈现是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家族中已经存在了

一定形式的法律，这种法律的规范更为确切的是对家族间不同成员的约束，从侧面反映了家族在维护权

力上做出的努力。《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家族间的杀伤罪、奸非罪、窃盗罪，家族的法律对

这些罪行的惩戒是比较的严苛，但是对于一些家族中有权力的人来说，家族法律的权威性又会相对减弱。

瞿同祖老师呈现的中国社会更多是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一种血缘政治社会，即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

本构成单元，也是传统法律的主体[3]。这种社会政治的形成以血缘为重要的纽带，行政法的出现也是以

家族为基础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展现。 
(二) 曾、瞿二人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相同点 
1.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与“礼” 
在曾亦老师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中第一章就着重阐释了关于“亲亲、尊尊”的内容，“亲亲、

尊尊”是全书非常重要的内容，“亲亲、尊尊”从基本的层面上讲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家人之间

“礼”的思想。关于儒家伦理观念中的“礼”有着比较广泛的内涵：有关于国家层面的“礼”、有关于

社会层面的“礼”、有关于个人层面的“礼”；国家层的“礼”是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方面实施仁政，通

过礼乐来教化民众。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礼”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个人的“礼”更多的是体现在阶级

尊卑上。曾亦老师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关于中国法律思想的呈现多是从社会的视角入手，主要是

将中国社会法律的普遍性方面进行了论述[4]。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从更加严谨的血缘关

系入手，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法律范围、法律的适用群体、法律与国家之间与儒家伦理思想之间的巧妙联

系。 
在两位老师的著作中对于“礼”和“法”都进行了呈现，在古代中国社会这是一对并行的关系，相

互影响。在瞿的阐述中，“礼”与“法”之间受阶级的影响非常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受法律约

束的范围和惩戒的轻重。在的著作中关于“礼”与“法”的关系虽不是很明确，但是依旧可以看出作者

在论述上呈现的关于“法”、“礼”并行的思想，“法”中应该有“礼”，同时“礼”应该助推“法”

的实施。 
2. 传统法律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人伦秩序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也是中华法系的典型

特征与精神实质[3]，儒家伦理思想中对人伦关系中各个角色应遵守的人伦行为秩序非常强调。这对当下

中国社会《民法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 2021 年 1 月起《民法典》规定了关于子女不赡养老人的相关

问题。这是儒家伦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法律产生影响的直接表征。曾的《儒家伦理与中

国社会》则更注重人伦秩序的呈现，社会日常生活成为此著作重要展现的内容，日常生活中的人伦秩序

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把“亲亲、尊尊”的儒家人伦思想进行表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到当下社

会中依旧隐藏着重要的人伦秩序思想[5]，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的影响从古至今延续不断。 
(三) 曾、瞿二人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展现曾、瞿二人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

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法律思想上： 
1. 曾、瞿二人的不同社会观念展现 
曾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主要是从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儒家化进行的阐述，儒家伦理思想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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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由表及里，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关于阶层、尊卑的伦理秩序规定。曾主要

是通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展现中国社会，瞿主要是通过家族、阶级来进行中国社会的展现。这两种

思路为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古代中国社会现状，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被统治阶层的社会生活[6]。 
2. 曾、瞿二人法律思想的不同呈现 
从上述的阐释中可以发现曾、瞿二人两人对中国社会的展现略有差异，这种差异直接造就了他们在

法律思想上呈现的不同。曾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的法律思想直接来源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普

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这种法律思想发生的重要渊源。同时在曾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著作中也展现

了一种从实际人性人伦出发更加关注“人”本身的法律思想。瞿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著作呈现的

社会是家族式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伦理社会，中国法律思想的呈现是从这种血缘的视角下出发，呈现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思想是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家族式的法律体系。曾、瞿二人不同的法律思想从不同的

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考察呈现了出来。 

4. 结语 

在深入探讨中国社会中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相互作用与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通过对曾亦和瞿

同祖的著作进行详细地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两位学者在理论框架与观点细节上存在差异，他们的

研究均凸显了中国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之间深层的联系与相互渗透。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道

德化倾向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上，也体现在儒家伦理对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上。研究

不仅为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深化当前中国法治与道德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因此，强调了在研究中国社会法律与伦理问题时，需全面考虑法律思想与儒家伦理

思想的综合作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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