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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正视角下的遗嘱自由与限制私法研究》将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研究限制在私法领域，主要是在
继承法的情境下进行研究。
《公正视角下的遗嘱自由与限制私法研究》分为八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遗嘱继承制度的哲学原理考察，包括第一至第三章；第二部分是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私法制
度与原则的考察，包括第四至第七章；第三部分即第八章，是对前七章研究结果的整理，结合我国的
法律现状和社会生活实践，提出我国继承法修正完善的方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正视角下的遗嘱自由与限制私法研�>>

作者简介

　　叶朋，女，1977年11月出生，湖北鄂州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法博
士生，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近7年，研究方向主要为民商法基本理论和信托法。
2005年武汉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毕业，2011年考入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
近年来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民商法律热点与案例研究》、《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案例评析》等教材，主持和参加国家及省、市（厅）级科研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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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公正思想概观 　　1.早期公正思想概观 　　在古希腊和罗马人那里，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
理普遍要求遵循公正的原则。
许多思想家阐述了他们的公正观，尤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具有代表性。
 　　苏格拉底的公正思想与他的贤人政治观有重要联系。
其贤人政治观的实质即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他曾说，许多对公正的破坏来自于人内心无止境的贪欲，来自把脚伸到别人领域的欲望，所以人应当
自省、自律，这样人才具有健康的灵魂、有秩序的内心，才不会去做不公正的事。
这一思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守法就是公正。
”众所周知，后来苏格拉底宁愿死于城邦法律和对公正的诺言。
 　　柏拉图持“秩序公正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人有理智、意志和欲望三种天性，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美德：智慧、
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就决定了人的不同等级，不同的等级又决定了人们在
城邦中的地位与分工：第一等级的人以理智为天性，具有智慧的美德，将成为统治者；第二等级的人
以意志为天性，具有勇敢的美德，将成为保卫国家的武士；第三等级的人以欲望为天性，具有节制的
美德，将成为从事生产的工匠。
公正就是上述三个等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国家的公正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
“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时，便有了公正，从而也就使
国家成为公正的国家了”，而那种互相代替、互相干涉的行为则是有违社会公正要求的。
他认为，不公正将导致国家灭亡：“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理解与柏拉图不同。
他是“分配公正论”思想的典型代表。
他最早把平等引入公正的定义，在他看来，公正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公正要求按平等原则给同样的人
以同样的待遇。
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把形式上的公正原则系统表述为“同样情况应同等地对待。
”他曾用数量和比例来诠释公正。
他说：“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
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与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
的真实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的事物。
”他还指出：“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比例。
”即认为只有比例平等才是真正的公正。
同时亚里士多德把公正上升为政体原则的高度。
他认为优良政体的制度安排应该围绕公正展开，公正是优良政体的核心。
而作为政体原则的公正，应避免极端而兼顾社会整体利益。
任何只是强调某一个依据来要求统治权都是极端的、不正义的，无论它是地位、财富还是人数。
他曾直截了当地说，“要求一律地按照绝对平等观念构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
”由此可推论，在他看来，任何纯粹的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都不是理想的政体，因为他们
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他推崇的是混合政体，他认为可以混合不同社会集团的力量以及各自的公正原则的共和政体最接近理
想的优良政体。
 　　在早期，哲人们把公正问题主要看做一个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尽管它有时也被用于
评价人的行为和态度，但主观幸福和个人利益在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学说中从来就不是被关注的重心
。
这一传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发生了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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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正视角下的遗嘱自由与限制私法研究》问题探讨的出发点是究竟为何要对被继承人的遗嘱自
由进行限制以及如何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使之达到公正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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