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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为非诉讼解决机制提供一种社会理论解释，使和解理性能够建立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
。
新世纪伊始，以调解、和解等为标识的非诉讼解决机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青睐，这虽然还不能
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但由此引发的对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关怀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
不过，本书无意于探讨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和技术方法（这方面的文献和成果数量惊人，内容
也无比丰富），而是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基础作出新的解释。
在我看来，这个基础是方向性的，它指向对社会关系性质的重新判断和解释。
认识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不仅有助于解决纠纷，而且也可以对未来社会的走向作出判断。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首要的是要否定熟人关系陌生化和陌生人关系敌对化的理论基
础，重新认识社会结构在转换过程中的演进规律和逻辑，构造新的熟人社会。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讼的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案件社会结构的分析原理，讨论了和解理性的社会学基础。
本书认为，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如果要继续坚守以和解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重新认识和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主要是指熟人关系、陌生人关系和敌我关系。
新熟人社会概念既继承了和解赖以支撑的熟人关系原理，又通过对自由的阐释提出了未来社会是扩展
的熟人社会的主张，为此，它与西方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把现代社会定性为不断扩大的陌生人社会或敌
我社会拉开了距离。
本书试图论证：我们每一个人依旧和应当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从而为天下无讼提供方向性观念和现实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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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和解一词正在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之一，它标志着当代社会人与人关系
从紧张到缓和的大趋势。
不过，无论和解的内容和方式是什么，其都是表示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处于非和谐状态之后的一个概念
，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纠纷的存在正是和解的前提所在。
因此，和解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救济的一种形式和技术，但在现代社会中，和解的实践应当与权利救济
的精神相契合，并作为行动方案的起点。
在《谁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权利救济原理导论》一书中，我论证了以自我救济的权利为主旨的权利
救济理论模型，阐释了自我救济的权利如何通过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的形态表达自身的存
在及其合理性。
它的基本假设是，人都享有自我救济的权利，具有自救、自治和自我实现的资格、自由和权能；它否
定缺乏权利意识的非权利救济观，如上帝救赎、圣人救济天下以及被动承受利益的各种慈善观等。
换句话说，在个人或团体的正当权利被剥夺或被侵犯的情况下，需要权利主体自身来实施自我救济，
而毋须仰仗救世主、神仙、皇帝或圣人。
在这里，人们需要被救济和人有权利被救济是要作严格区分的，正如人们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和有权利
解决温饱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正是围绕自我救济的权利这一命题，权利救济理论形成了体现自我救济权利的体系，即私力救济、公
力救济和自力救济的结构，这样一种理论模型试图为倡导对话、协商意义上的自力救济的理想性权利
救济作出理论上的铺垫。
不过，过于重视对权利救济的“理想类型”的建构，可能淡化了有助于权利救济发展的建设性工作，
忽视了对权利救济理论与社会关系实践的探讨。
自我救济如何成为可能，人们为什么可以实施自我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案件的社会关系。
本书正是从该书结束的地方开始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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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讼的世界:和解理性与新熟人社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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