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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模式下的中国法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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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法治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应该逐步深

入到文化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背后都存在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当今中国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文化和文化模式  

  现在讲文化的人很多，可文化的内涵及外延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文化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

体的艺术产品，比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绘画作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比如社会的主导型

价值、社会文化心理、精神形态等等;第三个层次，是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的文化，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率先提出的，她的两本书《文化模式》和《菊与

刀》把文化模式、文化差异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早在19世纪60、70年代，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流行，许

多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对文化进行广泛的研究，有的研究图腾，有的研究宗教。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

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各种文化的总体特征。本尼迪克特提出，我们研究文化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文化特

质和文化现象，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各种文化特质倾向于整合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她作了

两种很典型的分析，一是关于日神文化模式和酒神文化模式的分析，二是关于罪感型文化模式和耻感型文化模

式的分析。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二次

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

府，收集各项资料，采访了大量的日本人，写成此书。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

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在书中，作者提出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西方人的罪恶感文化模式，另一种是日本人的

耻辱感文化模式。  

  西方的理性文化源自古希腊，后来在古罗马时代逐步基督教化。基督教讲求的是人的原罪，源自亚当和夏

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影响，形成了人对自己的过错要进行理性

反省和内心忏悔的文化心理。而日本人更多的不是考虑自己行为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注重面子，考虑是否丢

脸的问题。日本人认为做了错事并不需要忏悔，但是让别人发现了则太丢脸了。 

  我可以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罪感文化模式和耻感文化模式的差别。在对二战反思这个问题上，日本迟迟

不肯悔过，而德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从政府要员到平民百姓不断反思和忏悔，这就是文化影响态度的例

证。截然不同的态度，背后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说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

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

中国、印度、西方(即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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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

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他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

回顾这一问题，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文艺复兴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就是复兴

轴心时代的文化。  

  但是雅斯贝尔斯强调，虽说人类几种主要文化精神都起源于“轴心时期”，但是，东西方的文化特征是不

一样的，西方理性文化强调改变、超越和创新，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过犹不

及。西方的理性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的契约观，重视个体的发展，而中国强调经验，强调人情，注重整体而不太

注重个人，强调等级而不太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  

  二、西方文化模式的演变分析  

  西方的理性文化模式从一开始就以追求理性知识为宗旨。西方文化的奠基就在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人口

不多，但贡献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思想家不仅是哲学家，同时

也是科学家，他们通过科学观察和理性思考来追求理性知识，形成理性的文化精神。  

  古希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它的哲学和对智慧的尊重。在罗马军团侵入希腊时，阿基米德还在沙盘里演算

数学，至死都在追求数学的完美。毕达哥拉斯最推崇的也是形式的完美，也就是理性精神的终极显示。就是这

些哲人造就了古希腊哲学的巅峰。  

  古希腊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亚历山大的大军不仅征服了横跨欧亚非的大片版图，而且成为希腊文化的使

者和载体，使希腊理性文化在西方迅速扩散。这种影响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到康德

和黑格尔的时代。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同古典理性文化紧密结合，最终确立了理

性的至高地位。按照康德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必然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用理性来判断，应该

用理性来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  

  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

造性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体现在一切社会领域之中。这

一文化模式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工业文明

的重要推动力量或依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现代政治运动、现代社会管

理等社会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契约和法治的运作机制，越来越成为展现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创造性的领

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一直到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

域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生产、经营、市场交换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理性内涵和科学技术含量。现代科学思维

和技术理性强调以不断更新的现代知识和信息作为行为决策的依据，强调行为目标的合理性和行为过程及行为

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精确计算性。  

  在技术理性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和崇拜。那时的人们相信，人不如鸟会在天上

飞，但是人能造飞机;人不如鱼会在水中游，但是人可以造轮船和舰艇。凭借理性和技术，人可以征服自然，人

类可以在地球上建造一个人类的乐园，消除一切疾病和贫困，人们也相信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是，西方这种模式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

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

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

和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的未来应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机械工业

化时代，刻板机械的工作和社会运行的高度规则化、机械化却压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到了20世纪，很多哲学家都批判现代性，批判理性。很多文学艺术家也以艺术的形式想象和展示了

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和人类的可怕前景。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技术对人的异化和以现代

科学技术为背景的战争的残暴;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描述了科学家制造的机器人变成“技术恶

魔”的可怕景象。  

  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三、中国文化模式特征分析  

  中国文化模式有什么特点?曾经有一首电视歌曲:“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边有车，后面有辙。春夏秋冬

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闭上眼睛就睡，张

开嘴巴就喝，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每一天都是这样过，不

需要自觉的思考，只是经验告诉你必须这么做。  

  所以，传统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什么最重要?传统、习惯、常识经验。这种经验模式强调习惯，

而不是自觉的理性。乡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是终生地在这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传统讲的“国

家”最初并不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理性建构，而是一种自在的共同体，国即是家的放大，家国同构，皇帝就是

最大的家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基本上是按礼俗、习惯和家规来对社会进行

管理。  

  在这样的传统上，中国古代产生了儒家道家。古希腊的人研究数学、几何、天文等等，而中国的儒道关注

人伦，研究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比如孔子讲的教化就是让人们懂得礼数。世界上中国人的礼数最多，涉及生活

的各个方面。儒家的核心人际观念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是什么关系?其实是父

子关系。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夫妻呢，也不是夫妻恩爱，而是有尊卑的。表面上看，我们确实构造了

一个很完满的社会，但这一开始就不是基于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血缘的不平等

的关系或等级关系用礼俗、经验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是一种经验文化模式和人伦文化

模式。  

  这种经验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理论等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在经验、归类、

人情、观点等方面。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经验文化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两个要素，经验和人情。不仅影

响人的行为方式，还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行。  

  当然，在当今的中国，文化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对传统经验文化模式

的冲击，使文化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转型了。比如市场经济，是靠契约，而不是靠经

验。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启蒙，人们的个体意识、独立意

识觉醒，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化让人们走出封闭的小圈子，生活被改变，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模式。  

  但是，改变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模式。我们的传统文化模式很顽固，

现在，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对抗法律的情况很常见。  

  一是以经验对抗理性，经验式的文化模式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民众，渗透到行政管理、经济决策等各个

层面的社会活动中;比如在城市规划中，经常遵从的是长官意志，随意改变。  

  二是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这种人情式的交往模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

的交往行动，影响着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儿童择校、学生高考、工作就业、求医看病……

人情无处不在。有的事情，表面上看是公事公办，其实底下还是人情。我把这叫作伪现代主义，看着很现代化

很理性化，其实还是经验主义和人情化。  

  四、文化模式对法治的深层影响  

  最后讲讲我对文化模式的法治影响的理解。  

  首先一个判断是，不同的文化模式对社会、对人的法治观念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对实体法、程序法的理

解，不同的文化模式下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上对程序法不太重视，而更重视结果。  

  我个人认为，发展完善的法治必须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理性文化的基础上，根本意义上的法治，是理性的法

治。我们研究法治史，有人说先秦的法家是法治，我不同意，我认为先秦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是以

刑和暴力为重点的政治统治，而真正的“法”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  

  西方文化模式对法治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主要有三:法律的基本体系、公民社会的塑造和遵守敬畏法律的

特点。今天的民主、选举等传统都源自古希腊。西方一直有法律传统，直到近代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体

系。其次是公民社会的塑造，建立了一个自立开放的市民社会，建立了自由的公共区，即在国家政权之下，人

们有着开放的、定点交谈的空间，形成了一种契约的对话的文化。其三是遵守敬畏法律。严格说来，我们中国

公民还没有这种敬畏法律的文化。还有一大批人不懂法，不信法，这很可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过契



约公意，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公意。西方法律为什么强调程序公正、程序正义，应当说

是有理性文化根基在里面的。但它也有局限性。例如，理性文化背景下更重视程序公正，但是，过分的程序主

义有时候又会导致效率的低下和社会资源组织调动的软弱。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多数原则等在一定条件下

也都存在特定的局限性，等等。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影响的问题很复杂。传统农业的经验文化模式已经进入

转型期，所以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典型的传统经验文化，但又不是彻底的理性文化，是一个混合型的多元化的文

化模式。在法治层面，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立法还是在执

法上都还存在着矛盾、问题。  

  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多元文化模式存在着很多积极性，比如它对国家社会资源的

高效调度。从去年的金融危机、汶川地震到今年的玉树地震，能大量地调度资源;在司法方面，也可以调动资

源，加大执法力度。我们的传统经验文化，也可以用于社会调节、舆论调节等，用于化解社会矛盾，多渠道地

解决社会纠纷问题。当然，也有消极效果。比如紧急状态下调动资源，如果这种重大决策缺乏或简化了法律程

序，虽然从时间上效果好，但谁能保证所有的决策都有好的效果?权力决策经验化的结果意味着程序淡化，很

容易造成行政权力膨胀，行政干预司法独立。此外，缺乏严格程序约束的司法本身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再比

如，人情化的网络对司法的渗透，等等。还有，社会和谐诉求、人文关怀与法律的权威性之间的关系。我在

想，如果过分讲求前者，会不会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影响?反之亦然。我也说不好，只是在思考这些问题。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对法治的影响都是多元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在法学界，首先不能走入

文化决定论的误区，不能期望找到“包治百病”的东西。同时，任何一种法治建设、任何一个社会的司法运行

体系归根到底都需要自觉的法治文化建设，不能让法治建设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简单的工具化操作体系。  

  所以，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推动健康健全的理性文化的生成和

发展，肯定是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相关文章：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免责声明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管理维护：中央编译局网站编辑部 联系电话：66509709 

京ICP备05019972号 
您是本站第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