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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及其运作》研究项目的成果；同时也得到教育部跨
世纪优秀人才研究基金的资助。
　　参加这一调查的人员先后有强世功博士、赵晓力博士、贺欣、朱晖、任煜南、杨柳、陈绪刚等；
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曾经和他／她们交谈过，讨论过，他／她们也曾看过其中某些篇章的初稿，提过珍
贵的意见。
中南政法学院齐文远、李汉昌、刘茂林等教授以及该院院长吴汉东教授对我们的调查曾给予很多帮助
和照顾。
湖北省基层法院培训班的法官们对我们的调查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协助；此外，在我们田野调查中，许
多基层法院的院长、法官都曾提供方便和支持。
没有这些法官的支持和合作，这项研究是不可能的。
除了合作支持外，从他／她们那里，我不仅获得了研究资料，更有一种智识上的挑战，一种历史责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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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祖籍江苏，生于1955年愚人节。
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
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
1984年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2年回北大任教。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道路通向城市》《法律与文学》等独著，《法理学问题》《超
越法律》《无需法律的秩序》等译著以及论文、书评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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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若分析一下此案，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在收贷案发生地的弱化。
案件发生在陕北农村，一个靠近沙漠地带的地方。
从理论上讲，地域特点和地理空间的广阔就有可能影响权力的运作方式。
“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强、赵、贺三人的调查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地政府的办公时间很不正规——“上午10点半以后
也许就找不到人了”；乡民当中普遍流传着国家在1997年可能一笔勾销所有发放的贷款；本案贷款
人10年未归还贷款；当地镇营业所多次索要毫无结果；以及当地欠贷不还的此类“案件”颇多；等等
。
这一切都表明，至少在这里，国家权力的支配并不足够强大，至少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强大。
　　由于国家权力在这样的地区颇为孱弱，可以说这里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
所谓边缘地带，并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能力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边缘地带也是抵制国家权力的
另一种力量（例如个人的力量或社区的力量）的边缘，因为权力只有在权力与权力的碰撞中才能看见
。
在这样的边缘，从理论上，意味着不存在着一贯的、独霸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很可能发生权力支配关
系的流变。
总体强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一点上变得相对孱弱，而总体孱弱的某个体的力量可能在某一点上变得相对
强大。
必须重视空间位置对权力实际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农村的广阔空间，借贷者在另一种意义上确实可能成为强者，而放贷者（即使放贷者是国家）同
样可能成为弱者。
这种借贷双方强弱关系的变化，在民间俗话中就有所表现，即所谓的“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
一旦事态到了这一步，如果放贷人的目的是“要钱”而不是“要命”，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不
允许你“要命”，借贷双方的强弱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近年来这种状况在中国也似乎愈演愈烈。
企业间的“三角债”是一例；银行考虑账面上的盈利不愿企业申请破产则是又一例；民间的黑色幽默
“杨白劳要挟黄世仁”固然有点过分，却也对借贷双方的支配被支配关系之流变做出了一种颇有意味
的概括。
　　不仅是自然空间有可能，人文空间同样可能，改变这种强弱关系。
所谓人文空间，我在此指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
相对于借款者所在社区而言，国家对借贷者几乎只是一种概念的存在，代表国家收贷或“依法收贷”
的法庭庭长和镇信用社代表固然拥有不可质疑的政治合法性，其身后有国家暴力的支持，但他／她们
或多或少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她们代表的权力在当地没有太深的根基。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信仰在中国至多也是这100年来才开始发生在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组织
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借贷者很容易将国家权力视为外来力量。
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借贷者与该社区的其他人很容易，事实上也总是会，构成一种互利互惠的“亲亲
相隐”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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