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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与无讼:以和谐为视角》内容简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体系庞大、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和谐理念、和谐思想如何贯彻到诉讼中，是法律人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诉讼与无讼:以和谐为视角》以我国传统的无讼思想为切入点，在通过对无讼思想进行全面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了要为无讼思想正名的观点，重新认识和定位无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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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
李悝所著的《法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吴起极善用兵且重视明法审令与耕战之策，二人都
是运用法律的典范。
商鞅在秦变法强调并推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重刑止罪及坚持平等原则，行之有年，秦国大治奠定秦
国未来一统天下的富强基础，并且建立了法的超越性及普遍性。
申不害则是以综核名实与言术著称，他认为这是君主御用群臣，谋求政绩的重要统治方法。
慎到则是由道入法的关键人物，他的主要观点在因循与重势，也就是说明“因人之情、循人之欲”与
君主统治权力赖以行使的威势在法治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法指的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
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并不是为人类社会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是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去设计相应的
赏罚制度，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受到统治者的操纵，使人民在利害的驱使下为统治者富国强兵目的服务
。
就是以法制引导人们全力投入农业和战争的活动，放弃其他任何福利的追求。
三纲学说，始于韩非。
韩非创三纲之说意在挑衅先秦儒家传统，而董仲舒借助于阴阳家之阳贵阴贱的思维定式将其引入儒家
系统。
韩非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着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企图用“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法理思想去控制社会的安定，其根本目的也是实现人人
敬而仰君主的“无讼”社会，使百姓安于现状，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利于统治者的长久统治。
 （三）无讼思想产生的原因分析 作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所秉承的价值取向的无讼理念，其形成和发
展在古代中国有着许多有利因素，而这使得无讼理念在中国古代得以传播。
因此，“无讼”绝非是由于偶然因素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价值取向。
它既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自然农耕经济与中国社会结构及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契合的结果，也是普遍社
会成员作出的理性选择，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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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与无讼:以和谐为视角》笔者七年来分别对和谐思想如何在三大诉讼中重要方面的融合与体现，
分专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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