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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前言

中国古代，法律用于惩恶，所谓讲法律以儆愚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甚至不绝于今日
。其表现于前，有以法律为专政工具的意识形态;绵延于今，有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国家主义。不过
，共和时代的法律，毕竟不同于古昔。不但普通法律之上有宪法，公法之外有私法，即使名为刑法的
这支法律，也大不同于传统的刑律。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权的价值，权利保障的理念，贯穿于现
代法制，也包括定罪名之制的刑法。中国今日之刑事法律制度，其实是在此二者之间，仍在传统刑律
转向现代刑法的途中。当下中国社会诸多问题，折射于刑案，如刘涌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崔英
杰案、许霆案、梁丽案、邓玉姣案、李庄案、吴英案等，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主要原因在此。    仁文
，刑法学者，其关怀却不止于刑法一科。他面向社会，向公众发言，但不从流俗，坚守独立思考的理
性立场。他也从理性中抽取原则，但并不高标理想，罔顾经验与现实。这些特点，在他关于比如“见
危不救”应否入刑、“欠薪”应否写入刑法、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等问题的讨论中，表露无遗。仁文也
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他对死刑问题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在各种不同场合宣讲其反对死刑的观点
。同这种观点相一致，他始终反对重刑。在他看来，中国的刑法，不但死刑过多，而且总的来说，刑
罚也过重。所以，对于各种想要通过订立新罪名或者加强刑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他多抱持怀疑
和审慎态度。    大约一年前，有若干法律界同仁，就推动中国的禁止虐待动物立法发出呼吁。仁文对
此事抱有同情，但同时又对将虐待动物行为入罪表示疑虑，他的基本考虑，就是中国的刑法已经过重
，设立新罪当慎之又慎。他还强调说，中国的刑法所规定的内容，大体相当于欧美国家刑法上的重罪
，中国的治安处罚法等行政性处分所针对的行为，则与那些国家法律规定的轻罪和违警罪相当。因此
，如果要对比如虐待动物行为予以处罚，也不一定要动用刑法。    仁文的考虑当然不无道理。不过，
法律的规定究竟怎样算重，怎样算轻，有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依我国香港地区法例，地铁
、列车上饮食者，可罚两千港币；公共场所吸烟者，罚款可至五千港币。如此规定，重耶？轻耶？对
虐待动物者处刑是更好的事例。香港地区《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订立于1935年，后迭经修改，沿
用至今。据该法，残酷对待动物者一经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五千港币及监禁六个月。类似立法见
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亦非孤例。中国台湾地区1998年即有“动物保护法”，对
违反动物保护之行为，视情况，最高可处以二十五万新台币的罚款，其涉及刑事责任者，移送司法机
关侦办。2009年，“台北地方法院”援用该法，判处虐猫人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后丁某上诉至
“台湾高等法院”，获改判为有期徒刑六个月。中国大陆尚无类此立法，因此，从残忍的活熊取胆，
到牲畜家禽的活体注水，再到罔顾动物生存基本需求的各种行为如野蛮运输、过度利用，甚至以虐待
、虐杀动物取乐，这类每天且常常大规模发生之行为，无一被视为犯罪。然而，人们显然不能因此得
出结论说，中国大陆的法律更合理、社会更文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更协调。实际上，在当下中国，
上述虐待动物行为已经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反对虐待动物的个人和组织、言论和行动，也早已成
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此情形之下，立法的滞后显而易见。这时，单纯因为担心刑法过重而反对
设立虐待动物罪名，恐怕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据。相反，要判断某个新罪应否设立、罪名是否妥当
、罪刑是否相宜等，需要从社会现实出发，综合理性与经验，对所有相关因素详加考量后而定。这一
程序，与考虑应否减少死刑、减轻刑罚，其实并无不同。    诚然，中国现行刑法死刑过多，生刑过苛
，这些事实不容否认。不仅如此，那些名义上只是行政处分的制度如劳动教养，其严苛程度甚至较刑
法更甚。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被严格和公正地施行，以至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大行
于世，却不受法律明定的惩处。这种情形，与法律名义上和事实上的严苛恰成对照。这些，是所谓中
国国情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刑法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因为如此，中国的刑法学者，不能只关注
刑法条文，还应当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关注法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仁文正是一个
视野宽广、胸怀广大的刑法学者。他热情、积极、诚恳、富有正义感，他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行动影
响和改变社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里的人活得更有尊严。这目标很大，但也很具体，具体
到一次行动、一篇文章。因此，我们不妨透过这本小书，认识仁文，认识他的事业。这个事业，其实
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梁治平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于西山忘言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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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仁文
湖南隆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教授。
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校访问学者。著、译有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著
作多部，发表论文及各类随笔若干。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犯罪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科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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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建筑，这一人类文明中“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书”，曾被多少学人从不同的角度进
行过研究，美学、文学自不待言，就是政治学、法学，也大有文章可做，如《建筑与民主》、《权力
与建筑》等，都可以说是这方面别具一格的著作。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
曾谈到建筑：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对此的政
治学解释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显得非常强
大，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究，但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
的想象。我国学者贺卫方进一步指出，在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下，也存在着国家政治建筑的
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这样巨大的反差，只不过个中原因不同：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
于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
修辞术。 在托克维尔笔下，美国的国会大厦是其指明的宏伟建筑物之一，我不知道当时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的建筑物是否宏伟，因为现在宏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筑物是20世纪30年代才建成的。当时的
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有意要将其建成与附近的国会大厦相匹配的建筑物。事实上，这一目的达到了
。我曾先后两次访问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希腊神庙式的建筑高大庄严，从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
让人产生一种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法律的敬仰。除了外表的庄严素雅，其内部也是功能区分明确、法律
文化浓厚，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其大审判庭，在它的四周墙壁直至房顶，白色的大理石浮雕刻画着来自
世界各地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法学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孔子。 把法院的外表设计成神庙式，是有一
定历史根据的。在古代神权统治的国家，神庙就是法院。不过应当看到，现代法院的建筑正在走向多
元化，据李贤华先生的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法院建筑已很难找到“神庙”模式的踪影，取而代之
的是“水晶宫”模式理念以及加入了“司法为民”元素的多元化设计方案。我不知李先生这里所说的
“水晶宫”模式理念是否是指一种“民主和透明的价值”，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自己在海牙国际刑事
法院工作时的办公室，面向走道的墙壁确实是一种低能见性的玻璃墙。 在海牙，我还去和平宫拜访过
时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先生。和平宫之美，大概从门口那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争相拍照留念可以得到佐证。记得与史法官道别后，他的助理陪我在和平宫的草地和湖边漫步，我们
谈及那怡人的景致，一致认为这种环境有利于法官冷静而理性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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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后记

这是我的第四部随笔集。    2009年完成随笔集“三部曲”后，我有意识地放慢了各类随笔的写作速度
，也狠着心谢绝了一些约稿。但由于本性难移，加之有时又有点身不由己，忍不住在不少公共话题上
继续扮演一个热情公民的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两年多下来，又积攒了不少这类稿件。平时，
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收藏在电脑的一个文件夹中。    2010年年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庞从容编辑
盛情邀我加盟“独角札丛”。我把这个文件夹发给她，请她从中挑选感兴趣的内容。她很快出色地完
成了任务，分门别类地组织了本书的最初框架，后几经沟通，最终定稿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书的绝
大部分文字形成于2009年后，仅有个别栏目为充实其内容，收入了过去的几篇文章。另外，原来的三
部随笔集内容庞杂，几乎属于全景式的记录，但这次从容选稿时似乎有更严格的标准，因而文件夹中
的不少“杂碎”未能收入。从书的体例来看，也许这种选择是对的。不过从作者角度而言，终究还是
留下了遗憾，于是隐约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再有机会把那些没有收入的东西面世。    本书的书名也是从
容和我共同商定的。当初我们想了好几个题目，但最后我们都青睐“法律的灯绳”这个书名，认为它
为本书的阅读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和隐喻意义。    说到想象空间，我就想起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
《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在该书中，米尔斯指出，优秀的思想家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
相割裂，应当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充分发挥和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他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就是要以问题为中心，不恪守学科界限。如此来看，我的这些随笔似乎还有其价值。因为它们首
先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而有感而发的。其次，它们也不是从哪个学
科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来写作的。    而说到隐喻意义，“法律的灯绳”更有想象空间：灯绳者，控
制电灯开关的拉线也。找到灯绳，就等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要寻找到隐藏在黑暗处的灯绳，
又需要一个摸索、探寻的过程。    在一个法治社会，掌握法律灯绳的人首先是立法者。如果立法者不
能立良法，甚至立恶法，那这个开关就先天失灵，注定无法实现良法善治。良法依赖于好的理念和技
术。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现代理念的支撑，良法品质自然无从确立，但若没有好的立法技术，照
样会影响良法的生成。最近看了美国学者罗宾逊批评美国刑法内容不断膨胀的一篇文章。他说，许多
州现在的刑法典比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以《模范刑法典》为蓝本的原刑法典要多出七八倍的内容，但
新立的法大多数是不必要的条款，有益的修订和补充可能只占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结果造
成刑法条款的重复累赘，严重影响了刑法的明晰性，到最后连立法者也不知道什么是刑法典已经包含
的和尚未包含的，导致整个刑法越来越混乱，问题越来越严重。联想到我们国家频繁出台的刑法修正
案，其中的问题多有相似，却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立法之后，司
法者就是掌握法律灯绳的人。我曾经读过李新军法官的一篇文章《拉灯绳的人》，其中他写道：“夜
幕降临，寒冽的北风挟裹着黑暗扑进房间，到处漆黑一片。我们在琢磨开关在哪里的同时，各自摸索
着寻找悬挂于墙边的灯绳，耳际甚至听得到由绳系末端制造出来的声响，但仍然无法攥紧在风中飘忽
不定的灯绳。这时，屋子的主人独自走到墙边——他熟悉屋内的一切，包括这条灯绳的位置，甚至灯
绳摆来摆去的走向。‘啪！’他拉了一下灯绳，我们的瞳孔里瞬间涌满了光明。”在他的文章中，这
个拉灯绳的人就是法官。德沃金有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如
此崇高的地位与权威，难怪爱尔里希要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了：“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前述罗宾逊的文章就指出，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量刑哲学，有的
法官可能会更喜欢作出能对其他潜在罪犯产生一般预防作用的判刑，有的法官可能会更喜欢作出有利
于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判刑，还有的法官可能会更喜欢作出针对犯罪人本人的特殊预防的判刑(包括判处
预防性的拘留)，而剩下的那些法官可能会更喜欢作出与犯罪行为自身的可谴责性相当的判刑。这些不
同的量刑哲学，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的严重不一致。罗宾逊还指出，除了不同的量刑哲学，不合理的
量刑差异的来源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某些法官比较仁慈，而另外一些法官则比较严苛。量刑的不一
致问题最终推动了美国量刑指南制度的诞生。但正如罗宾逊所客观评论的，量刑指南运动成败兼有。
看来，如何走出刑事司法中“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人类还需要共同努力。    法学者也在一
定意义上掌握着法律的灯绳。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价值的引导、法律文化的塑造，这些在相当程度
上要靠法学者来完成。我的同事谢鸿飞博士指出，法学研究中的规范一概念分析方法、历史～社会方
法、自然法学一哲学方法这三种方法的“分立与制衡”，能使法学与人性更为亲近，与社会更为合拍
，与价值更为熨帖。我深以为然，以刑法中的定罪判刑为例，刑法中的规范和概念自然应是最主要的
依据，但在一些有影响性的案件中，我们会看到，法律事实固定之后，一个案件的社会结构会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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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需要我们以社会学的角度去加以关注和研究
。另外，依我参与李庄“律师伪证罪”一案的二审代理等体会，感到一个社会特别是当权者还是要有
对自然法的信仰和敬畏。所谓自然法，简单地说，就是正义的各种原则的总和。某些案件，如果仅从
实定法的一角出发，特别是当该实定法又不甚精确时，你可能确实能找到给对方治罪的理由，但如果
它不符合比例原则和价值平衡原则，不是体系性解释和目的解释的结论，则属于报复性执法和选择性
执法，此时，已离正义远矣。    想象还可继续下去：如果一个社会，在法官的身后还有一个在指使或
指令法官拉灯绳的人，情形又会怎样？或者一个社会，某些不是法官却在行使法官职权的人，本来是
他们拉错了灯绳，我们却责怪法官，这是否公平？有时，民意如一阵狂风，把灯绳吹得摆来摆去，我
们的法官能否把窗户关好，然后准确地攥到灯绳？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灯绳断掉，我们该如何是好
？现在装修一般很少用灯绳了，而是用改进了的开关。这种开关一是位置固定，不会像灯绳那样随风
摆动；二是不会出现断线后开不了或关不了的问题。可见，灯绳本身也是可以改进甚至被替代的，只
不过其控制开关的功能不可或缺。    文字一经公之于世，就已不再属于作者自己。我相信，读者朋友
们在阅读本书时，一定会通过发挥您的社会学想象力，就上述问题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借此机
会，感谢好友梁治平先生百忙中赐序。我与梁先生相识于199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
，当时他已是中外闻名的学者了，但为人谦和。不过，谦和的外表下，他却有一个学者的独立人格。
正因此，每次我都能从他的发言和讨论中受到启发，也能从他平稳的语气中读出他对时局的深深担忧
。这次邀他作序，他刚开始婉谢，说担心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在我的执意邀请下，他最终还是帮我
写了，却仍然强调不满意，说我如果看不上，完全可以不用。通过此事，我更对先生的为人处世增添
了敬意。    最后，我要再次将这本小书献给我的妻儿，感谢他们的陪伴和带给我的快乐。    2012年4
月5日初稿于北京一广州的航班上    4月7日改定于广州一北京的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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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语言流畅，话题甚广，可读性与思想性兼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语言与思想的魅力
，以及作者温暖的情怀。博雅法律人兼通文史，智慧独角兽专触不直。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
授）　　　　解读法理、抒发情怀、传播智慧、陶冶心灵，这里有的是佳作。 　　——於兴中（康奈
尔大学教授） 　　　　“独角札丛”是一片生机勃发的法学园地。以青年法学家为主力军，在这片园
地上所展现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象征着中国法学的未来。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面向社会，向公众发言，但不从流俗，坚守独立思考的理性立场。从理性中抽取原则，但并不高标
理想，罔顾经验与现实。 　　——梁治平（著名法律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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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独角札丛:法律的灯绳》语言流畅，话题甚广，可读性与思想性兼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语
言与思想的魅力，以及作者温暖的情怀。博雅法律人兼通文史，智慧独角兽专触不直。解读法理、抒
发情怀、传播智慧、陶冶心灵，这里有的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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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法理的科普读物⋯⋯
2、内容很好，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
3、逻辑严密，构架完整
4、作为一个还在入门的法律人，这本书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视角。你会发现，生活中所见所感受的一
切都和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要跳出已有的思维圈，深入浅出才是最难的。
5、开年第一本，用正经书镇宅。知乎看到有人说因为这本书才去读的法律，很好奇。这本书按我以
前是不可能读完的，现在读读很有意思。能发现教材和考题中哪些刻意回避的问题，也能对死刑或者
别的热点问题有点不同角度的认知。不过，知识分子这东西还是有理想主义在，我不喜欢“xx是不行
的，xx也是不行的，应找到平衡”这种调调。
6、3点23，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7、涨姿势 但有点读不进去
8、接地气，思考很深入，对问题的看法也符合实际，是一本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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