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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于这些思想的连贯性，尤其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分析，以及对他的《国富论》与《道德情
操论》关系的详细阐述，指出了亚当·斯密关注于人的发展，“磨炼与发挥个人的才能”以及“品格
的提升”共同构成《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基本主题。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对亚当·斯密以及他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思想认识的偏差，认
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持自私是人的本性与《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是人的本性是矛盾的与冲
突的，构成了“亚当·斯密的矛盾”。
其实，这一问题不解决，对于近代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原理就难以有透彻的理解，也难以
形成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体现西方近代社会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
敏荣博士对这一问题从西方近代传统的源头与演变出发，合情合理地分析了在解决西方近代社会所出
现的长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西方思想家如何在长达500年的时间
内构建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法律制度。
这一工程之浩大、思想之连续、分析之透彻不能不使后人为之赞叹与动容。
在这一背景下，“亚当·斯密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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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敏荣，法学博士，上海市人。
1999-2001，中同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2001-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2006迄今，首
部经济贸易人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著作有：《法律的不确定性》（2000，法律出版社，2002年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法律限度》（2003，法律出版社）。

　　曾在《中国法学》、《中国政法人学学报》、《中共中央党校党报》，中国台湾地区的《东吴法
律学报》、《辅仁法学》、中国澳门地区的《法域纵横》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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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渊源及理念：近现代社会共同的基础第一节　引言时代离开了剧变的20世纪，离
开了战争、苦难、侵略、争夺、仇恨，进入了21世纪。
如何让新的世纪更符合人的发展，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是站在新世纪起点的每一位有
良知的人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可以肯定，新的世纪也将是一个急剧发展的世纪，但人类肯定比原来更有经验，肯定会比原来走得更
好：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融合，人类将会在一个“地球村落”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像20世纪
那样隔阂，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会消失，尤其是政治冲突；而不是像西方有学者提出的，政治的
冲突将会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
恰恰相反，政治上的冲突与争斗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更剧烈地表现出来，2003年美国发动的对伊战争就
给新生的世纪涂上了重重的一笔。
但正如中国所指出来的，现代世界发展的主流仍是“和平与发展”。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仍是整个世界和每个国家首要的任务。
21世纪对中国而言，应该是一个发展和复兴的世纪，是最终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世纪。
这个世纪也是最考验中国人和人类智慧的世纪。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开始在世界经济波动的环境下的持续性增长成
为了世界的焦点。
中国的繁荣、发展，甚至是复兴成为了国内外谈论最热烈的话题。
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剧变也是全球历史的缩影。
20世纪之始，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及庚子赔款，中国的清帝国在进行了50年的短暂抗争之后便
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势力，成为了勾结外国势力镇压和蹂躏中国人民的工具。
由此中国进入了动荡起伏的20世纪。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庚子之耻、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文化
大革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中国的历史不再是可以自成体系的叙述，而是世界历史的缩影：世
界不断地走向融合，开始是用武力、血淋淋的方式，是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化，而后是
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二
战”之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
中国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进入了世界，是被帝国主义的枪炮带入现代化进程的，这是民族的血泪史。
正是这种血与泪的历史使与世隔绝了近千年的中华古国觉醒，走上了自醒、自觉、自强的复兴之路。
其中有成功：新中国的成立，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以及
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人民生活进入小康；也有失败：大跃进的“超英赶美”的“
狂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
20世纪是中国融人世界的一个世纪：中国上千年的封闭自此画上了句号，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
成为了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复兴，只有在开放中发展，在开放中复兴。
任何基于封闭的政策都会带来苦果和恶果。
“改革与开放”是我们的两大国策，而“开放”更为基本，它是“改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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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改完稿子，已是丁亥年末，窗外鞭炮声声，又是新的一年。
戊子年按中国的传统是十二生肖之始，又是新的一个轮回。
从1989年开始接触法律，一直在职业与生存的意义上来对待它，甚至有一时期不喜欢之极，但正如俗
语所言，“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离开了训练十多年的行业又谈何容易，然而，将一辈子时间
投入到一个没有兴趣、没有爱的行业，正如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人生的意义也将丧失殆尽。
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体验到了人这一辈子积极人生的实质、体会到如果没有爱，包括对生活、
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爱，生活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少是对我自己而言。
写完了《市民社会与法律精神——人的品格与制度变迁》之后，我想才可以算是对自己的法律学习有
一个交代，才可以真正地对自己说，干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应该是幸福的基础。
正如西方有一说法，法律与宗教是现代社会两门能教会人安身立命的学问，是能解决“心住何处”的
学问。
现在，才能真正进一步地体会法律的力量、正义的意义及人的“本来面目”。
也进一步地体会到孔子讲的“吾道一以贯尔”对人生的重要意义。
2007年在大陆引起轰动的小说《我叫刘跃进》的“拧巴”作家刘震云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关于“贼”的
理论，“偷人的贼不叫贼，偷物的贼也不是真正的贼，真正的贼是能偷精神的贼”（2008年2月1日北
京电视台采访刘震云的节目）。
2007年年底与2008年伊始集结了一大批讨论精神的文艺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与深思的现象。
从开始学习法律迄今已十八个年头，才有一种找到“心上人”的感觉。
原来只是隐约地觉得法律不应该是像我原来这样学的，应该有高尚的感觉，应该有力量的感觉，应该
有手中把握正义之剑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法律还是法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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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幸福。
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
我们的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
无论能力大小，我们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殊荣。
担任公职的权利并不属于哪一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
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因为无论何人，只要能为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挠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
我们畅通无阻地从一个政府部门走到另一个部门；我们无所猜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不
为邻人的我行我素而恼怒，也不会面露不悦之色——这有伤和气，却于事无补。
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大胆而友善地与人交谈，另一方面也不敢以任何理由触犯公众
利益，因为我们遵从法庭和法律，特别是遵从于那些对受害者给予赔偿而制定的法律，以及那些虽不
成文、但违反了即被视为耻辱的法律。
　　——[古希腊]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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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市民社会与法律精神:人的品格与制度变迁》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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