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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乎所有的国际经贸合同都涉及货币债务的跨国履行，而且国际范围内的损害赔偿和恢复原状等救济
措施大多也会通过货币偿付予以实现。
但也许是人们对货币债务跨国履行问题过于熟悉，以至于忽视了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本书以货币债务跨国履行为研究对象，以货币主权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通过对货币债务跨国履行涉
及的法律问题深入剖析，结合对世界各国经典案例的解读与探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货币债务
跨国履行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具体制度设计，以期对未来的货币债务跨国履行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对
国际经贸往来的顺利开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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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静，辽宁营口人。
厦门大学法学学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法学硕士，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于辽宁大学法学院。
主要从事国际货币法、国际投资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的研究与教学。
已在《法学评论》、《现代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刊》、《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武大
国际法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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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作缘起：我对“走出历史三峡”的若干思考
1．臣民社会与蚁民社会的基本大法
　——从两个馒头所有权的故事说起
2．李商隐笔下的悲剧故事与孟德斯鸠的“权力定律”
　——谈谈造物主对人类的“绝对律令”及其正题与反题
3．“错斩崔宁”的奇冤与“米兰达案”的胜诉
　——为什么被告人权利是国民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
4．“被自愿”背后的法理逻辑
　——从巴金幼年时对衙门庭审场面的困惑谈起
5．国家大法官为何成了磕头求饶命的可怜虫
　——从“李福达案”看“王法”如何成为权力的奴婢
6．“钓鱼执法”与权力的流氓化、黑社会化
　——从明代特务们的“诱民犯罪”谈起
7。
民怨沸腾与“非法之法”
　——谈谈《五人墓碑记》的法律学意义
8．为什么“官”就是法律
　——从“官法”成为法律的代名词谈起
9．为什么皇帝就是法律
　——谈谈“王法”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核心定义
10．为什么历代宫府都有权强拆小民百姓的房子
11．为什么“官”的威势和富贵胜过神明
 　——从朱元璋两则法令看“官体制”何以成为国家本位
12．“武松诉西门庆案”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对法律正义性的践踏是通过哪些关键环节完成的
13．“王法”、“宫法”的死结：有权就有法
　——从“高俅诬陷林冲”等案看权势如何操纵司法
14．为什么“王法”最终管不住权力(上)
 　——谈谈“武则天诛刘棉之案”背后的国家基本法要义
15．为什么“王法”最终管不住权力(下)
　——从《醒世恒言．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的故事谈起
16．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上)
　——从“曹操杀孔融”等经典案例谈起
17．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下)
　——谈谈中西法律体系各自的法理逻辑
18．为什么那么多“权力约束手段”都成了橡皮筋儿
　——从雍正皇帝的一幅手书对联谈起
19．为什么国民党高宫裘委员能够把国法变成私产
 　——介绍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民主世界》
20．法律与自由是什么关系(上)
 　——从中国法律谚语“官法如炉不自由”谈起
21．法律与自由是什么关系(下)
 　——为什么康德说国民唯一的天赋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自由”
22．法律与良心、信仰是什么关系(上)
 　——从中国法律谚语“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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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法律与良心、信仰是什么关系(中)
 　——以“刘瑾构陷追杀王阳明案”和“杨涟左光斗案”为例
24．法律与良心、信仰是什么关系(下)
 　——“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对比
附录：
1．回首一年“传统”热
　——关于“传统”之中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对话
2．评价“中国模式”时不应忘记的症结
　——中国走出“周期率”的梦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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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类案例对于法律制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其中与本文主题关系最大者有三：一
是不惜为统治者极褊狭的私利私欲而发动制度代价极高、几乎倾覆国家的“大狱”，这说明权力越来
越不受制约发展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二是事件过程中，众多臣子或遭杀身重罪、或反之深得“圣眷”
恩宠，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不问青红皂白而站在最高权力者的立场上；三是通过一连串“大狱”，朱
元璋为明代法律体系确立的基本方向，即权力者可以随手抛开国家成文法、凌驾于国家正常法律机构
之上、不经任阿常规司法程序而任意给臣民定罪等等，这些日渐成为司法领域中的常态。
 所以，尽管韩非等“秦制”设计者在强调法律要由最高统治者独家垄断时，把如此专权的目的说成是
为了保证“圣王劝善惩恶”而致国家强盛，但是“嘉靖大狱”等无数例子，不仅清楚地证明孟德斯鸠
所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且更证明：如果没有了有效制约，
那么“使用权力”就一定会最大限度地以实现权力者的私欲为终极目的。
 荒唐可笑之极背后蕴含深刻悲剧的“李福达案” “李福达案”恰恰是在嘉靖皇帝内心上述“路线斗
争的弦儿”绷得最紧时候触发的，于是它充满戏剧性就势在必然。
 李福达是明代民间势力广大的秘密宗教之一“弥勒教”的一位首领。
自朱元璋掌权为始，明代统治者极为警惕民间结社的潜在威胁，始终予以残酷镇压，于是造就了秘密
结社骨干人物的过人政治经验和钻营能力。
李福达即这样的人物，他屡遭逮捕后均能逃脱，再于正德年间在陕西鼓动信徒邵进禄等起事，密谋暴
露后邵进禄被官府杀戮，李福达则因事前回到山西而免于受祸。
此后他依然不甘寂寞，不仅改名为张寅，用大笔贿赂买得“太原卫指挥使”之职，更靠方术左道走通
权门，成为武定侯郭勋的亲信。
而这位郭勋，就是在“大礼议”中因百般迎合嘉靖而深得“圣眷”的朝中第一大红人儿。
 事情偏偏就有不巧：李福达被仇家认出举报，经地方衙门勘问其身份行迹完全败露，于是把他与郭勋
的密切往来抖露出来。
这种情况下，郭勋的狼狈不堪可想而知，他虽然竭力为李福达奔走遮掩，但不仅因证据确凿而难以翻
案，更关键的是郭勋在“大礼议”中的行径为天下不齿，大臣们只是碍于嘉靖对其卵翼而一直无可奈
何。
李福达的身份及其与郭勋的勾搭在这个当口大白于天下，负责复审此案的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又拒绝郭
勋收买反而据实奏称说郭勋罪该连坐，于是朝臣们众心大快，群起上奏章讨伐郭勋的罪不容诛。
 郭勋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摸准了嘉靖的心理，拉上“大礼议”中与自己站一条线儿的张璁、桂萼等
人对嘉靖表示：群臣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挑战“大礼议”中陛下大树特树起来的绝对权威。
这下子深深触痛了嘉靖的神经，于是他下令将此案由地方衙门移送京师，交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
三法司”会审。
可没想到会审结果竟与地方衙门的初审完全一样。
群臣的如此不识相可惹恼了嘉靖，于是他干脆改组三法司，直接派张璁等人负责此案，具体的任免是
：由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桂萼取代原刑部尚书颜颐寿而领刑部、以兵部侍郎张璁代理都察院、以
少詹事方献夫代理大理寺；同时将被免职的三位原司法首脑一起逮捕，投入锦衣卫黑狱！
 接下来的场面更令人捧腹：张璁、桂萼对刑部尚书颜颐寿以前看不起自己久已怀恨在心，眼下正好借
机报复，他们用“拶指”的酷刑折磨颜颐寿，并笑着问他：“现在你服输了没有？
”堂堂前刑部尚书颜颐寿不胜毒刑，只好拼命磕头求饶，并哀告：“爷爷饶我！
”此事很快传遍京城，于是当时市井间流传嘲笑朝政如何满眼荒唐的政治民谣《十可笑》，其中的一
条就是：“侍郎拶得尚书叫”——意思是说品级低下的宠臣只因为有皇帝撑腰，于是就可以用酷刑将
国家最高法官折磨得哀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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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编辑推荐：&ldquo;历史三峡&rdquo;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著名比喻
。
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沿袭秦汉模式。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ldquo;鸦片战争&rdquo;时期（1839-1842），就逐渐维持不下去
了--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ldquo;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rdquo;
。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
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ldquo;历史三峡&rdquo;。
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ldquo;历史三峡&rdquo;还会无限期延长下去。
唐德刚先生的比喻对认识中国社会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原则：其一，中国走向普世的方向（就是现在大
家越来越熟知的宪政法治、真正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社会正义的日益实现等）是任何曲折都阻挡
不住的大趋势；其二，同时，中国走向世界不仅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且要经历世界其它民族都
没有的独特而复杂困难，即随处都充满险阻而又十分漫长的&ldquo;历史三峡&rdquo;。
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主要由此所导致的西方法律传统（包括法理学体系、法律
结构）与中国&ldquo;王法&rdquo;、&ldquo;官法&rdquo;制度的极大差别，是造成西方依靠内生因素走
向近现代社会、而中国却无此能力的关键。
所以在中西社会的诸多歧义之中，差别最大、最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两者法律形态、制度法理的性
质。
经过20世纪的风云翻覆，我们终于越来越回归于当年严复的结论，即中国能否走向现代制度文明，关
键就在于我们能否从自己千百年来浸淫其中而浑然不觉其非的&ldquo;王法&rdquo;、&ldquo;官
法&rdquo;制度中走出来，面向以实现国民权利、制约规范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宪政法治。
而这也就是《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以法律制度为焦点而审视&ldquo;历史三峡&rdquo;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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