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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社会的司法解读(以中西方司法传统的演变为路径)》内容简介：作者以传统中国的“无讼”和
当代西方的“恢复性司法”为切入点，比较中国与西方，比较传统与当代，并通过时间的延续与空间
的展延，分析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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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游，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教授、法学博士。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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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文明意味着秩序，秩序又意味着协调与稳定。
在这层意义上说，追求和谐乃是人类共通的性格。
然而，对于和谐的追求总是具体的，具体的和谐又总是各不相同的。
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那就是“无讼”；在哲学与美学
的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典美”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在美学中具有最突出的表现力： 其一，强调均衡统一。
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生产简单，社会结构狭小等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和”极大地强
调了对立面的均衡统一。
即把打破均衡以及对立面的矛盾和冲突，视为应竭力避免的一种恐怖的灾难。
 其二，强调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美学中“和”的观念不只是涉及美的外在感性形式，而且更强调它所具有的社会伦理道德的
意义，后世论“和”者亦无不带有某种道德比附的说教色彩。
 正是从这里出发，古代审美观念对矛盾和冲突的排斥与厌弃才直接涉及政治法律领域，从而对中华民
族的法律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这种以“和”为美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内容，也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的法文化，于
是，它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便发展成了著名的“中庸”之道。
孔子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他要求应使矛盾的双方处于和谐的统一之中，
使双方保持适当的限度而不能破坏均衡。
这正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和”的真谛所在。
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中”，适用刑罚同样如此：“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可以认为，此处的“中”包涵有“不过又非不及”的审美意蕴。
于孔子而言，美是离不开这一原则的，违背了“中庸”就不会有美，故《论语·学而》曰：“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审美评价不仅直接深入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先王之道”之所以美，也正在于它能通过“礼”的功用
使社会和谐统一。
“中庸”原则的实现，使社会生活中各种互相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起来，从而达到一种均衡，这便是
孔子政治学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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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社会的司法解读:以中西方司法传统的演变为路径》作者以传统中国的“无讼”和当代西方的“
恢复性司法”为切入点，比较中国与西方，比较传统与当代，并通过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展延，分析
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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