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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寻义》

内容概要

《古律寻义》以有趣的历史掌故、法律判决、民间传说、文学段子为引，阐发出为今日可借鉴之深意
。本书是著名法律文化学者刘星所著《西窗法西》的姊妹篇。《西窗法西》是讲西方法律文化，《古
律寻义》则是读中国法律文化。这股轻松的法学阅读之风定能使您开卷有益。
★法学小品文章生动有趣
★历史掌故趣闻信手拈来
★法科入门学子人手必备
★启蒙法律思想法制观念

轻松的法学写作，已渐成风气，且有相当学者参与其中，这对法学法律事业来说是明智的。从“法律
与文学”的学术策略看，如此写作也是参与法的实践，且更是调动、邀请、汇集更多人参与法的事业
的灵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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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寻义》

作者简介

刘星
北京人，曾为解放军侦察兵，后为建筑设计描图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在美国法学院作过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出版《法学知识如何实践》(2011)、
《一种历史实践》(2007)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另出版《有产阶级的法律》(2007)、《西窗
法雨》(2008)等著作。
◎在法律圈，享有与苏力、冯象，同等地位。
◎他的书，法律人士不能不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过《西窗法雨》《中国法律思想导论——故事与观念》等多部法学著作，发表论文若干。
◎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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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寻义》

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
自序
.
两类故事法治
.“讼棍”
.怎样“讲”权利
.杜周
.理与令
.法律的详密与简约
.教化
.宽猛相济
.怕火不怕水
.丝绢的断法儿
.“拔刀相助”或“狗拿耗子”
.遗嘱的解读
.人才问题的棘手
.临刑赦免
.打虎的陈文伟
.审判里的冲突原则
.海瑞
.另一种证据
.追问证据
.搁置
.家产就这样分了
.是媳妇儿还是小妹(上)
.是媳妇儿还是小妹(下)
.借魂儿助法
.去巫邪的办法
.有嫁无婚
.法的文字与功效
.“大门”和“犬门”
.“飞”与“非”
.“清官”的再议论
.顾左右而言他
.槐树猪腿
.“父母官”和“公仆”
.法人权
.《幽闲鼓吹》里的张延赏
.“厌讼”
.调解和判决
.家族的小辈与长辈
.罚盗
.父子相隐
.情的“差序”
.官民有别
.烹小鲜
.老子与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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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寻义》

.成功的秦国与失败的秦朝

.女人的小脚

.童养媳

.国法与家法

.为什么要琢磨古人(结束篇)?
附录
年代的“打土豪”
“禁烟”运动
“安乐死”的两个说法
法与“小人文化”
域外沉默权一瞥
一元钱官司
后记

Page 5



《古律寻义》

精彩短评

1、先人所追求的境界，是可理解的，而且也是值得思考的。在历史的语境中，又是自然而然的
2、内容比名字有趣，书名比内容有味道
3、港真，我没翻到什么义，中国古代法律小故事。
4、官府巧破案和惩治贪官污吏的故事集。
5、有几篇颇有启发。
6、真的只能当是大一读物了，只看到各式官人巧断奇案的故事，所谓的法律思考过于浅显，如果没
能引起一点心中共鸣，这样的读书体验就与浪费时间无异，留在报纸专栏里作普法材料倒是不错的出
路
7、真心觉得部分专栏还是留给杂志报纸吧，完全没有结集出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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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律寻义》

精彩书评

1、1p�写过去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今天的意图和谋略，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故说过去实在是为了
重讲今天的故事。7p�喜欢大统一，就容易侵蚀“百花争艳”。而倾听不同的意见，正是一种“关注”
“关心”的表现，以便作出更好的平衡。20p�反复辩驳，以寻求一个结论(理)，或由君主在此基础上最
后定夺(令)，这实际上是一个“理”与“令”结合的过程。23p�程树德：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
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45p�即使遗嘱文字清清楚楚，有时也需要设想
、理解遗嘱人的遗愿，而且，要以“公平正义“来设想和理解。否则，尊重遗嘱人意愿的法律制度，
有时会导致否定其意愿。60p�法律规定的深层价值需要选择，需要照顾周全，可是人们还是不能逃脱
“左右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依情依理，权衡细微。74p�悬案怪案不去碰，用搁置的办
法解决之，正是明智的选择。78p�官司纠纷里最重要的还是个“主张”问题，也就是“想要什么或不
想要什么”。这与证据的证明有时还真没有必然的联系。当这类主张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直接了断时
，再去左想右想证据，可说是呆滞迟钝了。87p�民间文化场的开掘与利用，更能使法律活灵活现，发
挥有效功能。100p�法治是需要成本的，其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107p�百姓的观念总是来自直觉，而直
觉，有时就在情在理。110p�法律特别依赖国家机器，机器零件一散，法律便是待在空架子里，毫无实
效。官人是啥表现，对法律十分吃紧。131p�只要存在熟人关系，”厌讼”就不全然是负面的心态。是
非对错有时要分清，分清之后怎样解决，可以掺入柔性。不论怎样，眼光应该瞄向未来。毕竟，日后
的合作才是打紧的。137p�古人强调家族尊卑之分，是为了家族稳定以致社会稳定，最终是个秩序的观
念。而西方人喜欢个人平等，是为了社会公平从而使人们对社会有个稳定的心态，最终也是惦着秩序
这个东西⋯目的一样，手段不同而已。152p�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变革不可操之过急，动手术不可好
折腾177p�古人所追求的境界，是可理解的，而且也是值得思考的。在历史的语境中，又是自然而然的
。217p�意识形态话语在“放逐”一种利益的时候，有时暗中缺输出了他者利益。这话语有时所以具有
不可阻挡的显赫操纵力，这是因为，它与某些阶层集团的需求动力具有“同谋”关系。220p�开卷读书
，爬格码字，是为思考，更是为实践储备“粮草”。在必须置身于社会时，我们的观念、想法、意见
、评论乃至针砭之档次，都将源自“粮草”的数量和质量。这边需要不断打开对古今中外的观察视界
，融贯思绪，彰往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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