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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从“一地多卖案”
看明代无讼思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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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的申明
亭的设置，体现了明初统治者对法律
的重视。而今，它依然是当地村民协
商议事、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场所。

资料图片

（一）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有一份
《祁门十西都解决重复典卖文书》，文
书中记载了一起由一地多卖引发的
纠纷。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十西都谢
应祥、永祥、胜员等，曾于永乐二十
年及二十二年间月日不等，二契将
承祖本都七保吴坑口，系经理唐字
一千九百五十八号山地三亩三角，
东至降，西、北溪，南至堨头，立契出
卖与谢则成名下，收价了毕。后有
兄谢荣祥复将前项山地内取一半，
卖与本部谢希升名下。今有谢则成
男 谢 振 安 得 知 ，具 词 投 告 本 都 老
人。”在永乐二十年（1422 年）和永乐
二十二年（1424 年），谢应祥、谢永祥
和谢胜员等人将一块山地卖给谢则
成，双方签订契约并履行完毕。之
后，谢应祥的兄长谢荣祥将前述山
地的一半又重复卖给了谢希升。谢
则成的儿子谢振安知道此事之后，
便投告“本都老人”谢尹奋。

由此可见，在双方发生矛盾时，
民众首先想到的是向“本都老人”“具
词投告”，而不是直接到官府提起诉
讼。这不仅说明当时民间有着无讼
的传统，也从侧面说明调解是民众更
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

该案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是：“蒙
拘出二家文契参看，果系重复，蒙老
人着令谢荣祥等出备原价，于后买人
谢希升名下取赎前项山地。其希升
除当将原买荣祥等文契扯毁外，写还
退契乙纸。”“老人”首先查看了两家
签订的契约，发现的确存在重复买卖
的情况。因此，裁定谢荣祥将钱款退
还给买地人，从谢希升处赎回前述山
地。谢希升除了撕毁原购地契约，还
应当出具一份退契文书给谢荣祥，由

谢荣祥转交给谢振安作为凭证。
从文中“令”“退契”等词可以看

出，“老人”调解比普通的民间调解更
正式，属于“理判式”的调解。也可以
看出，“老人”在解决争端时，其权威
不仅来自自身的威望，同样也得益于
国家制度的支持。

该 纠 纷 最 终 以 调 解 的 方 式 化
解。“自今凭众议写文书，付与谢振
安照证之后，一听振安照依伊父谢
则成永乐二十年 、二十二年二契原
买前项山地，永远管业为始。荣祥、
应祥等即无异言争竞，如有异言争
竞，一听赍此文赴官理治，仍依此文
为始。今恐无凭，立此文书为用。”
自即日起，经大家商议写下这份调
解 文 书 ，并 交 给 谢 振 安 作 为 证 据 。
谢振安可依照其父谢则成于永乐二
十年、二十二年所立的两份契约，对
前述山地进行永久管业。谢荣祥、
谢应祥等人不得再有异议或争议，
若有人提出异议或争议，谢振安有
权拿着这份文书去官府处理此事，
并 且 官 府 将 依 据 这 份 文 书 作 出 裁
决。为了防止以后出现争议，特立
此文书为证。落款除了有当事人谢
应祥、谢荣祥等五人外，还有“见人”
谢从政、谢能静、李宗益等五人，最
后是“理判老人谢尹奋”。

经“老人”调解，双方达成共识，
纠纷在当天化解。这与百姓去官府
诉讼相比，有着极高的效率，且不会
影响百姓日常生产活动。相较于距
离较远的官府，调解全程都有当地
民众的参与，他们对当事人的性格
及 本 地 的 风 俗 习 惯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从而更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
都满意的协议。

（二）

无讼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中的瑰宝，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并彰显着中华民族对和谐与和
睦的追求。孔子首次阐述了无讼的

理念，他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
使无讼乎”。意在表明，尽管他审理
案件的方式与他人无异，但他的终极
目标是减少诉讼和争端。道家哲学
中也提倡“无为而治”，主张顺应自然
规律，以及“使民不争”，强调不与人
争斗。重刑罚的法家也提出了“以刑
去刑”的观点，其目的亦在于减少社
会纷争。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徽州人在生
活与生产中形成的原始凭据、记录，
是徽州历史的真实反映。文书中记
载了众多案件，这些记录反映了徽州
人在处理纠纷时对调解方式的偏好，
也充分体现了无讼的思想及实践。
此外，徽州文书记载的还有《凌姓争
山约》中里长汪天奎埋石为界，经调
解促成双方议定合同；《五都胡乞保
立还文书》中“老人”谢福出面说和，
经调解解决纠纷，胡乞保承诺日后不
再私自盗葬等案件。

在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明代徽
州地区，大多数纷争如“一地多卖案”
所示，依然能通过调解这种高效的方
式得到妥善处理。即便在某些情况
下，当事人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官府，
调解机制仍然贯穿于诉讼过程之中，
甚至在诉讼结束后也发挥作用。

无 讼 既 不 是 禁 止 百 姓 打 官 司 ，
也不是不处理诉讼，而是以情、理、
法 等 多 种 手 段 ，将 矛 盾 在 源 头 化
解，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中
国古代社会，无讼既是国家制度追
求的目标，也是民众面对纷争时的
固有思维。明代统治者延续了中国
传 统 的“ 德 主 刑 辅 、礼 法 合 一 ”思
想，洪武五年（1372 年），为了解决乡
县纠纷，官府设置了申明亭，亭内定
期公布过错之人的姓名和行为，德
高望重的“老人”在亭内对争讼小事
进行调解。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教民榜

文》颁行，这是统治者为预防和处理
民间细微争纷，减少民间诉讼而颁行
的专门法律。其第一条便规定纷争
小事不许动辄告官，应先由里甲、老
人调解理断：“民间户婚、田土、斗殴
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
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
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
发回里甲、老人理断。”

“一地多卖案”体现了明代统治
者所推崇的制度效果，同时也是明代
无讼思想的典型实践。从这一案例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发生民事纠纷
时，不仅统治阶层倡导就地解决争
端，百姓也倾向于选择便捷和高效的
调解途径来处理纠纷。

（三）

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著作
《乡土中国》中所言：“乡土社会在地
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
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与耗时费力
的诉讼相比，民众更倾向于通过调解
来解决纠纷，以此来维护社会和生产
关系的稳定。

无讼思想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
化土壤。从“引礼入律”到“礼法结
合”，中国传统法律不仅需要维持社
会秩序，还要“申明教化”，以实现和
谐稳定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历来
是崇尚“和谐”、倡导“和为贵”的民
族。无讼不仅维护了人际关系，还有
效解决了纠纷。中华法制文明以仁
恕为本，无讼思想是中华法理数千年
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无讼思想为民间矛盾的
解决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现代，无讼思想继续为解决纠
纷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学院）

《教民榜文》。
资料图片

图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内的主题雕塑，上面刻有毛泽东同志给马锡五
的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以及 1944 年 3 月 13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马锡五同
志的审判方式》一文。 张武斐 摄

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是南梁精神的主要内容。图
为南梁革命纪念馆内相关展览。 陈 硕 摄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 以
陇东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
根 据 地 和 陕 甘 宁 边 区 陇 东 分
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借
鉴苏维埃法制建设经验，开展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主 法 制 建 设 ，
孕 育 了 以 “ 十 大 政 策 ”“ 豆 选
制”“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典型
代表的南梁红色法治文化。南
梁红色法治文化是新民主主义
革 命 时 期 的 重 要 法 律 文 化 遗
产，其思想内涵丰富、价值意
蕴深刻，探究南梁红色法治文
化的生成基础、核心内涵与传
承路径，对于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
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
血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生成基础

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产生于丰富鲜
活的红色法治实践，具有深厚的理论、
文化和实践基础。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
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
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战略
思想，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从革命形势和群众利益出发，参照
中央苏区的政策法令，总结并汲取
经验，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
争后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提 供 了 重 要 保 障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
马锡五等司法工作者坚持从实际出
发，公正合理地处理了大量疑难沉
积案件，获得了群众的信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和根
本工作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群
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
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体贴
民情、满足民愿、赢得民心，站稳了
人民立场。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马
锡五审判方式”无论从审判理念还是
审理方式上都深刻践行了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南梁红色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文化底蕴。

民为邦本思想。“民本”一词出
自 《尚书·五子之歌》 中的“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马锡五等司法工
作者继承这一优秀文化传统，“把屁
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
保 障 群 众 利 益 放 在 首 位 ， 深 入 群
众，了解群众诉求，积极为群众排
忧解难。

和合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社
会，听讼的目的是无讼，在处理人
际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马锡五
等司法工作者汲取和合无讼等传统
文化精华，调解处理了不少缠讼多
年的纠纷，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如甘肃省合水县
丑氏与丁氏土地纠纷一案上诉至陇
东 分 庭 ， 推 事 石 静 山 经 过 实 地 勘
验，召集群众座谈，并与区长、乡
贤分头调解，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
涉讼 6 年的土地纠纷。

明德慎罚思想。西周明德慎罚思
想主张将教化与刑罚相结合，崇尚德
治，避免严刑峻法，对革命根据地的
法制实践和后续的法治建设影响深
远。在适用刑罚时，马锡五重视教育
感化的作用，尽可能从宽处罚；对轻
微的刑事案件实行调解，对尚可改造
的重犯，贯彻教育感化和宽大处理的
政策，一般不处以死刑。

公正廉洁思想。孔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严厉
的廉政法规。在务实的廉政教育和
严厉的法规约束下，群众利益得到
了切实保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
未曾出现严重贪污案件，政府做到
了清正廉洁、爱民为民，涌现出大
批公正廉洁的司法干部。

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法制建设

颁布实施顺应民意的“十大政
策 ”。 陕 甘 边 苏 维 埃 政 府 制 定 的 土
地、财经粮食、社会、文化教育等

“十大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
和宗旨。其中，土地政策如“没收
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田、
青苗一齐分，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

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
民积极性”等，解决了农民最关心
的土地问题，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
极性。在财政经济方面，通过发展
农 业 、 增 加 粮 食 产 量 ， 成 立 牧 场 、
养猪放羊，设立集市、便利交易以
及发行苏票等一系列政策，促进了
陕 甘 边 革 命 根 据 地 经 济 的 繁 荣 发
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提高
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外，还通过
兴办小学教育和开展生动活泼的社
会教育，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推行符合革命形势需要的选举
制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考虑到
大部分农民不识字，难以通过书面
方式表达选举意愿，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创造性地推行了受群众欢迎的

“豆选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群众
的选举权，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当
时 流 传 的 民 谣 “ 金 豆 豆 ， 银 豆 豆 ，
豆 豆 不 能 随 便 投 ； 选 好 人 ， 办 好
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生动反映了

“豆选制”的实施情况。
创新审判制度与调解制度。在

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高等
法院总结了马锡五等优秀司法干部
的实践经验，推出了符合边区实际、
影响深远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同
时，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司法工作人
员在探索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的过
程 中 ，继 承 了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和 合 无
讼思想，尊重乡规民约，形成了由司
法机关、政府机关、民间组织和人民
群众共同参与的全民调解制度。这
些丰富的法制实践孕育出一系列关
于司法审判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制度
和技术，构成了南梁红色法治文化的
核心内容。

核心内涵

南梁红色法治文化是中国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内涵十分丰富，集中体现
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事求是的
工作作风、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
念以及注重调解、调判结合的解纷
机制几个方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抗战时期，
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
司法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陕甘
宁边区法制建设的核心是贯彻党的方
针政策，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开展立
法、司法、执法等工作。谢觉哉认
为：“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
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马锡
五强调：“在工作中坚决服从党的领
导，紧密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坚
持群众路线，贯彻司法工作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方针。”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
证。马锡五认为：“正确的审判作风
就是在审判工作中切实地贯彻了从实
际出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
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但必须查
对口供）、反对逼供信等原则。”他坚
持实事求是原则，公正处理了苏氏谋
财杀人案、周定邦杀人案等案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陕甘
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
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彰显
了党领导的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其
一，人民当家作主。陕甘边苏维埃政
府政策的起草和实施都要征求群众意
见，所有政策须经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才能实行。其二，为了人民。马锡
五等司法工作者审理案件，采取简便
利民的诉讼形式，满足群众诉求，保
障群众诉讼权利。其三，依靠人民。
陕甘宁边区立法、司法工作尊重和听
取群众意见。案情调查依靠群众，审
判执行发挥群众智慧。如在解决民事
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邀请当地群
众代表及调解员做工作。

注重调解、调判结合的解纷机
制。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分区认真贯
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发布的 《实现
调解办法，改进司法作风，减少人民
讼累》 等文件精神，成立了由政府工
作人员、群众代表、劳动模范、当地
有威望的公正人士等组成的调解委员

会，社会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主要
经验是依靠群众、就地解决、审判与调
解相结合。封芝琴婚姻案就是马锡五依靠
群众，深入实地调查，在充分尊重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合理解决的。该
案在反复调解的基础上，最终依照边区婚
姻条例，以判决的形式惩罚了抢婚和买卖
婚姻的违法行为，保护了当事人的婚姻自
主权，同时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实现
了调判结合的良好效果。

传承路径

传承南梁红色法治文化是传承红色
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助推法
治文化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应有之义。这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整体谋划、多措并举、多
方发力。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
想引领南梁红色法治文化建设。传承南
梁红色法治文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用 好 红 色 资
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等重要讲话精神，
从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中汲取力量，引导
全 体 人 民 做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的 忠 实 崇 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建立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的长效
机制。健全的制度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的重要保证。一要加强南梁红色法治文
化保护传承的地方立法。把南梁红色法
治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纳入法律规
定。二要建立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保护传
承机构。推动建立省、市、县 （区）、乡

（镇） 四级领导机构，由政法委、宣传、
文化旅游、档案、教育、文物、司法行
政等部门和单位层层落实。三要建立争
先创优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创新传承南
梁红色法治文化的方式方法。

深 入 南 梁 红 色 法 治 文 化 传 承 的 理
论 研 究 。 理 论 是 实 践 的 先 导 。 一 要 深
挖 阐 释 南 梁 红 色 法 治 文 化 蕴 含 的 思 想
内 涵 和 时 代 价 值 。 二 要 总 结 提 炼 各 地
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的成功经验，形
成 可 推 广 可 复 制 的 模 式 。 三 要 系 统 梳
理南梁红色法治文化的研究成果，重点
阐 发 南 梁 红 色 法 治 文 化 对“ 两 个 结 合 ”
的原创性贡献。

以南梁红色法治文化助推基层社会
治理。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革命
先 辈 的 光 辉 事 迹 和 优 秀 品 质 中 汲 取 力
量，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满
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盼。二要
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
方式”既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也是一
种社会治理手段。通过设立马锡五式审
判工作室、调解工作室，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效果。三要创新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将
传承“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发展创新新
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起来，提升纠纷
化解效能。

打造南梁红色法治文化普法宣传阵
地。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
承是“八五”普法规划的重要内容。挖
掘南梁红色法治文化资源，打造南梁红
色法治文化阵地。整合马锡五审判方式
陈列馆、刘巧儿旧居等红色资源，采取

“红色+法治文化”模式，建设好一批红
色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创新南梁红
色法治文化传播方式，打造富有地方特
色的红色普法品牌，为人民群众提供普
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使红色法治文
化建设与普法工作互促互融。深化数字
赋能，加强南梁红色法治文化资源库建
设，实现红色法治文化资源普及共享，
借助 3D 演示、VR 体验等新技术，用好
用活南梁红色法治文化资源，让南梁红
色法治文化“活”起来，提升普法教育
实效。

（本文系甘肃省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
课题“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法院文
化建设中的传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甘肃省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