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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孕育了神圣而崇高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推动了厚重而绵长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史，就是一部正义与非正义
的斗争史，就是一部用制度和法律维护人类正义的进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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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
学者通常认为礼治、德治、人治是孑L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但在孔子的思想中不乏关于公平正义
问题的论述。
　　（1）关于立法权的正当性问题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就是任何事要做出，前提是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职权，也就是该事必须为分内之责。
立法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乃国之利器”，其他势力不得非法干涉、僭越。
孔子之所以反对晋国的“铸刑鼎”，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晋国违反了作为诸侯国无权制定国家法律的
原则，“擅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
所以若制定民众都能服从的法律，首先应该具有正当的立法权。
　　孔子认为对普通民众要以教育为主，靠“礼乐”来进行正面引导，违反了礼乐的行为才有可能受
到刑罚处罚，所谓“出礼则入刑”。
同时，即使有人有了“出礼”的行为，孔子也反对轻易动用刑罚，只有对那些对社会已为危害行为同
时拒绝接受教化改变的人才能适用刑罚。
孔子认为，只有划清了礼乐和刑罚的界限，才能使普通民众有所依从，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句话还体现了孔子的另外一个思想，即他认为刑法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要与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
相结合才能真正发生作用。
　　（2）关于司法原则和司法人员的素质要求问题　　孔子推崇“中庸”思想，“中庸”也就是“
用中为常道”，既反对过分，也反对不及。
这种思想体现在适用刑罚上，孔子认为对那些应受刑罚处罚的人，应当用刑适中。
他继承了西周以来形成的“中罚”思想，并丰富了该理论的内容。
首先，要求统治者在立法时要轻简，“宽则得众”，反对苛政暴刑。
其次，要求司法人员用刑要识察，只有对行为人进行识察，才能谨慎用刑，才不会滥杀滥罚。
这一思想对后世一些防止错案的司法原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最后，要求司法人员量刑时要讲求“执”和“时”，“执”指原则性，“时”指灵活性，这二者结合
，审时度势，权衡处之，这一点对用刑适中也相当重要。
　　在对司法官的素质要求上，孔子主张，把正直的人选拔出来，管理约束邪曲之人，百姓就会服从
；而任用邪曲之人来管理正直的人，百姓就不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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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德】卡尔·马克思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一样
。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
　　--【美】约翰·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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