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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内容简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方面存在着差距，这一点我们都不否认。
但是，差距到底在什么方面呢？
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更“先进”，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民主，所以经济落后，所以没有
进入现代化。
那么，怎么界定民主呢？
尽管西方学者把民主看得很重，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但是，在判断是否民主的时候，他们
往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自由的、普遍的选举，有自由选举的国家，他们就说是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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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辞  法治：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2007年哈佛一燕京学社中国校友会年会致辞总论  对话文
明  “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    ——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主义教训  世界大同主义与民族国家
法律、公正与社会发展  关于海瑞定理  共享法律  传统思想、价值重建与法的合法性  知识产权国际保
护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清末变法的法律经济学解释  从官箴书及清代四川南部县诉讼案卷看清代“奸情
”案件审断中的“轻刑”取向东方智慧与秩序、公平公正和社会发展  道与道统    ——儒家对人间秩序
的探求    先秦“大同”思想来源、背景的历史考察  天民·天命·天序    ——儒家伦理的终极关怀    以
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超越启蒙心态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域述论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中
的公平公正和社会发展  增长俱乐部的划分及其收敛研究    ——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构建和谐世界与
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西和谐社会思想之异同：经济学说史的视角社会学与民族学视角中
的公平公正和社会发展  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    ——兼论人类学视角中的公平和发展  中国乡
村发展与当前社会关系状况分析  湿地台湾：虚拟实境交错的集体记忆  和谐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
析    ——秩序、公平公正与发展的矛盾教育与卫生的公正与社会发展  从教师与“理论”的关系看教育
公平问题  论制度设计中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    ——以科举制的早期发展为中心  从优秀生源的吸
纳看中国内地与香港高校之间的竞争    ⋯⋯信息社会的秩序、公平公正和社会发展历史学视角中的公
平公正语言文学中的公平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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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上述两步仍不足以消除社会中的纠纷，只是屏蔽了部分纠纷，让官员集中关注那些上述机制
仍无法消解的社会重大纠纷，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当时非常有限的司法资源，履行司法裁判责任。
听讼不可避免，而且必要。
因此尽管强调“息讼”，海瑞却认为，当面对纠纷时，官员则必须通过始终如一严格执法，履行官员
的司法、政治责任来实现“息讼”。
在这个意义上，司法者甚至要忘记“息讼”，而只关注依法办事。
海瑞还特别借助了儒家关于官员与民众关系的习惯比喻——“军民赤子，府州县官父母也”，强调“
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
衣食等项，当为处理”。
他认为如果一味追求无讼，就放弃了官员治理社会的政治责任。
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责任，海瑞严厉批评了那些怕麻烦不肯听讼的官员为“惰者”，也批评胆小怕事
而不敢严格执法的官员为“懦者”。
这两种态度都是官员以牺牲社会利益追求个人收益，忘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
但海瑞并不天真，认为筛选后的诉诸司法的诉讼一定反映了民间的疾苦，或是社会的重大纠纷。
他清楚地知道，也曾公开指出，许多诉讼是无聊的，其主张是虚假的，许多诉讼者（甚至双方）人品
低下，不过是借诉讼来敲诈对方，乃至于可能“十状九诬”。
但海瑞认为还是要认真依法审判，因为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主张有真有假，也不在于其中有多少真有多
少假，关键在于其中确有真实的纠纷，必须由司法来甄别，来解决，如果官员不介入或甄别不慎就会
造成民间冤屈。
如果“十人中一人为冤，千万人积之，冤以百以十计矣”。
海瑞因此主张即使是“民间小讼，州县官俱要一一与之问理”。
但重要的还不在于“一一问理”的姿态，而是听讼的方式和追求。
海瑞发现，许多官员从不拒绝民众的诉讼，但缺乏对事实和法律的关注，总是“两可调停，含糊姑息
”，试图以一种“和稀泥”与“和事佬”的方式来平息各种纠纷，“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
四分。
与原告以六分罪，亦必与被告以四分”。
并且这是当时地方官员中的主流司法观点，往往作为经验转播，即所谓“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
六分问，方息得讼”；他们的理由是，原被告“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
③海瑞反对这种“四六之说”，论点有二。
一是自然法的观点，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因此只应当按照正理来处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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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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