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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
古代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机理。
具体说来，古代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公共组织模式，有着特殊的公共政治事务处理
模式，有着特殊的社会控制或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有着特殊的社会秩序架构及其原理。
　　对于这一点，近代史以来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认识层面上，似乎都比较清楚，但是一到
学术研究的实践操作层面上，大家似乎都模糊了。
就是说，抽象地讲这些道理时，似乎谁都清楚，但一到具体分析、阐释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时，就
不是这么回事了。
比如人们惯于用西方学者从西方社会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商
品经济、市场制度、市民社会、私人空间、公共权力、公共政治、民族国家、公法与私法、私有制等
等一整套概念体系作为标准或尺度，去分析或阐释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结果就等于戴着有色
眼镜看中国，不知不觉就歪曲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本质。
　　基于这样一种“以西范中”、“以西解中”的衡量或解读，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惯于觉得古代
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秩序（或体制）一无是处；特别是惯于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远远落后于西
方，过于粗糙、野蛮、简陋。
所以，近代史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和教材常常可以写成控诉古代中
国法制落后、腐朽、残酷、保守的控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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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了法律社会学、解释学及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广泛搜求现存契约文书，诉讼档案等资料，
从概念梳理、历史还原、文化解读三个方面对明清两代的地缘社会解纷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向读
者全面展现了明清两代地缘社会和民间纠纷的情况，五种地缘社会组织参与纠纷解决的事情，以及该
解纷机制内容、成因和法文化的学理分析。
本书通过大量原始的史料及实例生动而直观地勾画出研究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完善甚至填补了明
清地缘社会参与纠纷解决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地方自治建设提
供了传统方面的借鉴思路和法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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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解决纠纷的主体。
文明社会中的解纷主体历来都是多元的，除了诉讼中的法院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决纠纷程
序，它们由各种不同的团体参与，公共和与私人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以范忠信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力倡从宏观上将解纷主体分为个人、国家和社会三大类。
　　（1）个人。
个人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包括个人以自己的力量直接解决纠纷（个人自力解决）和个人借助其它个人的
力量来解决纠纷两种情形。
社会上的很多纠纷实际上都是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的。
如果没有个人的力量作为随时随地参与私人间纠纷解决的保证，社会恐怕会因为纠纷多得不可开交、
政府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而完全瓦解。
个人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有：①个人自力报复；②当众指斥，制造舆论，挑起道德审判；③法律上规
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④自助行为；⑤决斗和神判；⑥个人为国家特别授权以私力来解决纠纷。
　　（2）国家。
国家解决纠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司法解决、政治解决、经济解决、军事解决、外交解决
、文化解决等；狭义的仅指司法解决。
这里主要指司法解决。
国家在解决纠纷中的角色，大致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有两种形态：一是直接作为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
上的中立的协调人和裁判人，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中；二是作为整个社会
共同利益的代表，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审判中，这时法庭被打扮成国家与犯罪嫌疑人对抗之外的第
三方。
　　（3）社会。
社会解决（社会自治解决）纠纷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社会有自己的调解和仲裁机制，有自己的
制裁机制，有与国家解决的联接机制，以及非法社会（如黑社会）进行的某些非法制裁，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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