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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边馀墨（第三版）》

内容概要

《法边馀墨》（第三版）序
《法边馀墨》1998年在法律出版社初版，2003年出了增订版，之后就没有再加印，市面上早已脱销。
一些读者朋友跟我说希望能够催促出版社重印或再出一个新的增补本。最奇特的是，2010年我在新疆
石河子大学支教时，一位同学拿来他新近从北京邮购的一本让我签名纪念。我看到的居然是复印装订
本，且索价不菲。有商人以这种简陋的侵权方式赚钱，让我惊愕不已。大约去年开始，法律社的编辑
高山君也多次催促，就有了眼前这个第三版。
说是增订版，但这本小书更新出版的过程却如同一辆经过若干站的火车，到了一个站，旅客中有上车
的，也有下车的。这次撤下了第二版中的24篇，其中原下编（即名为“切口”的第三编）整体移除了
。增补了近年来的新作15篇。虽然篇数少了，不过篇幅却基本持平，因增补者有几篇长一些的文章，
加上下编里辑录了我的微博言论的“微言集”，尽管每则微博篇幅不到两百字，但是聚沙成塔，加起
来却有近三万言了。
将微博这样的极短篇文字收入书中，于我是一个新尝试。自从2011年初开始，在博客之外，我又有了
微博这样的自媒体，三年多的时间里共发表三千馀则。虽说是方寸之地，只言片语，不过那还是特别
值得好好经营的所在。对于文化史有一定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文章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篇幅。钱
锺书先生的话有点像是为“微博体”言论的辩护词：“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
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页34）是否有新知识，有真情趣，有启人心智的思想，是
检验文章价值的基本尺度，也是自己在写作中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目标。这次筛选其中一些收入本
书，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网络文字的不稳定性。朝露溘至，彩云易散，印成文字，或略胜于沙上作书
。当然，也可能更便于在某些场合作为证据使用。
贺卫方
2014年6月20日 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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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卫方，1960年生，山东烟台牟平人，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和国内多
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除本书外，主要著作
和译作包括《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
、《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3）、《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7）、《法律与革命》（合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法律出版社2008）、《比较法律文化》（
合译，三联书店199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四手联弹》（合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逍遥法外》（中信出版
社2013）等。
入选：《中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2000），《南方人物周刊
》当今50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2005），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
（2011），德国《商报》（Handelsblatt）世界25位思想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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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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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法律观点和学术常识打开了我的眼界，欣赏说真话的学者
2、水的很
3、有点儿意思
4、在法律社买的签名版，上编还挺有意思，比《西窗法语》略强，中编就比较一般了，倒是忆江平
教授给我很深的映像，至于微言集我还是认为没有什么集合出版的必要
5、比我想象的，还差那么一点点。
6、现代化不应以世界现存的某种文化—即使它是十分成功的文化—作为目标定位，而是在于传统与
变革之间良好的互动作用；在于使组成社会的人们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方面拜托不合理权力的
奴役和束缚；在于为特定社会建构能够成功地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可行机制。这种机制在价值层面上
当然应该有一种进步的追求，但同时它们必须是富于成效的，而非制度花瓶，只是一种装饰。而欲使
制度富于成效，社会中的传统资源便需要得到与外来文化同样的重视，并且需要两者之间相互融合，
而不是相互抵触和排斥。
7、都是短篇，浅尝辄止...
8、贺老师随笔增补本，读起来轻松而愉快。但贺老师自己也认识到自己这几年在学术上并没有特别
深刻的建树，多数是在炒冷饭，更多的将精力放在各地的演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一个布道者、一
个启蒙者。
9、贺卫方的文字颇文雅，内容现在看来没啥营养。
10、书前半部分的那些篇被刊载的文章许多都引人思考、发人深省，但至于后半部分的“微博辑选”
，则可以看出贺教授对于自陷于140字的逻辑陷阱一事甚至还颇有些沾沾自喜。总体说来，本书尚可。
11、老贺更像一个法律散文家
12、说实话，读完也记不住些什么...零零碎碎的，写法制史论文可能有用？但书的封面手感很棒，跟
舒国滢老师那本一样～墙裂推广，嘿嘿
13、三个部分，法律，书籍与编辑，微博摘录。法律部分最好，易读不失态度。
14、 无论怎样富于生趣的事物，一旦进入教科书的管辖范围，马上就会变得抽象而枯燥。历史便是如
此。在历史学教科书中，人类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辩成了一条条干巴巴的粗线条。
15、这个版本，最后部是微言，前两部分的内容，也是理论不多余墨见长，很多趣味，比如编辑事，
考据事，法官法袍等。
16、文章略短，深度有限，不过也不乏有趣的观点

17、小文章，读来深思
18、3.5星，后面比较水，原来贺出身法制史啊
19、有诚意的修订，贺先生选的论题都很有意义，只是篇幅太短意犹未尽。
20、2015.8.15
21、一个法律人的浪漫
22、说法和观点很凸出，很有锋芒，关乎“法”，但实际正如书题馀墨，在读的时候有时可惜多有些
内容难免点到为止，读完后才觉然，也许这些所思所述只应如此，过多了难免说得清。
23、老文重读，权做消遣。
24、用词用典倒也见功底不过启发不甚大
25、这随笔未免也太随意了，不值一读。对贺卫方印象不好。
26、贺卫方法律随笔，以及工作想法记录。
27、除了第一部分还有点两点，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注水注得只剩下水了。
28、通俗易懂，文章小而精悍
29、确实是“法”边余墨。内容有点水。作者品牌溢价高。
30、很普通，豆腐块。贺卫方是很有意思的人，但还是找他专著读吧。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可以试
着看订不订。

Page 6



《法边馀墨（第三版）》

精彩书评

1、0p�是否有新知识，有真情趣，有启人心智的思想，是检验文章价值的基本尺度，也是自己在写作
中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目标。3p�现代化不应以世界现存的某种文化—即使它是十分成功的文化—作
为目标定位，而是在于传统与变革之间良好的互动作用；在于使组成社会的人们在人与人、人与自然
等关系方面拜托不合理权力的奴役和束缚；在于为特定社会建构能够成功地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可行
机制。这种机制在价值层面上当然应该有一种进步的追求，但同时它们必须是富于成效的，而非制度
花瓶，只是一种装饰。而欲使制度富于成效，社会中的传统资源便需要得到与外来文化同样的重视，
并且需要两者之间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抵触和排斥。3p�对于一个编辑而言，重要的是在所涉及的各
个领域都具有高级常识，从而培养敏锐的鉴赏力。5p�过去的教训，既来自亦步亦趋的崇尚西法者；也
来自鄙薄西人的墨守先型者，是来自重货利轻义理的有限选择派。后者割裂文化的完整性，在文化的
借鉴方面设关置卡，底层文化成果放行无碍，偏偏对形上之属拒之于千里而唯恐不远。6p�会通要求有
三：一是博大胸怀，对各种文化都采取开放平等态度；二是制度与精神并重，在细节中体现价值；三
是博采万国之长，同时化人为我，即使外来事物化为本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28p�在旧的废墟上是否
应当建立一个新的法制大厦，历史却显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停滞。32p�日本天皇是永久的，中国皇帝
则可取而代之，于是东瀛的秩序和阶级意识更佳纯粹，相互分离难以流动。这是造成这个社会充满矛
盾根本原因，他们对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就带着顺从与接受的复杂色彩。39p�利玛窦：在清朝
人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
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52p�知识的分工，让“同行”的概念胜过“同胞”的概念，职业相比老乡，
能获得更多的共同语言和一见如故的感觉。59p�G·P·古奇：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不是从法
理学形成的，是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61p�博学精思，需要博览群
书，不一定是抱着全集啃，追求“莫逆之交”，但至少要有点过往，即“点头之交”（to have at least a
bowing acquaintance with）。66p�没有任何一种司法制度可以单纯通过强制力而维系。社会大众对于司
法阶层的信任和信心永远是更为重要的。审理纠纷的官员要获得人们的信任和信心，良好的法律教育
背景对于法律知识的熟练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法官丰富的社会经验—有助于培养法官处理
问题的技巧和智慧，从而强化他的个人魅力。75p�“存权尺柄，皆属官家”（严复语）并非法制，而
是极权。浪漫主义政治学说确与专制政治有暗合之处，其要害正在于它否定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
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而没有这些分享国家公权的组织，孤立的公民必将在专制政治的寒风中无所遮蔽
。近代宪法所谓结社自由自有其深意在焉，私权的保护离不开公权的下放，即公民自己组成的社会行
使某些公共权力，换言之公民或其组织能办好的事情，国家自当退避三舍。103p�多少媒体都在“讲述
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我们能够记起几位被讲过故事的老百姓呢？106p�对于专家，编辑们喜欢搞“
六经注我”，将其言论按需处理，变成为既定主张服务的脚注；对于百姓，则是“招生考试”，将民
意众口一词化。115p�可罗齐：由于生活发展的需要，死的历史会复活，以往的历史会再一次变为现在
的东西。127p�只言片语，在不同派的学说的语境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133p�伯里：书是天国的甘
露，使人性情高洁，消灭邪恶情欲的火焰，化解兽性的蠢动。142p�把“知识就是权力”扭曲为“权力
就是知识”，便会思想贫乏而行文武断。153p�色彩繁复不足以成就美的封面，简单美却是一种更不易
达到的境界。155p�发展中国家只能有发展中的学术。对学术事业的技术层面的普遍忽视和缺乏有组织
的号召或许也是我“发展中”特征的一部分。172p�学术如积薪，每一代人只能在前人之上求得些许进
步。178p�大众化和通俗化值得欢迎，但不应扩展到文化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否则，非大众化文化
没有了立足空间，结果不仅会带来整体文化的单调乏味，而去也必然导致其失去应有的追求与发展的
动力。188p�欲使一种职业走向低贱，最有效的途径正是选任上的低标准或标准混乱，仿佛假冒伪劣充
斥市场足以使一种产品或商标“倒牌子”一样。189p�无论怎样富于生趣、魅力光彩、生机盎然的事物
，一旦进入教科书的管辖范围，马上就会变成抽象而枯燥的流水账。简单化的历史只能培养出简单化
的大脑，在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温暖的民族只能用裸露的躯体对抗现实的寒风。212p�日复一日地被新
闻牵着注意力，控制着情感，是不是对人生的一种浪费？286p�和谐源于差异，温良谦和之社会源于利
益与观念在规则下的冲突。294p�总是屈从于国内强权的国民遇到外敌来犯也一样逆来顺受，甚至想象
外国统治没准儿比一味儿欺压自己的本国统治者更好。295p�爱因斯坦：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
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300p�谩骂或过于激愤的情绪化表达毫无说服力，不
但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能造成攻击对象的实质性伤害，更重要是带来了辱骂者的自残。361p�无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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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议会，若是千士诺诺，歌颂功德，则不开也罢。367p�钱钟书：偏见是思想的放假，是没有思想者的
家常日用，是思想者的周末娱乐。
2、最近在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所以侧重于政治方面，这些关于法律的一些常识我以前很少了解到
，文中提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这点很有意思，德国出了个希特勒，法律注定是被瓦解了的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律建设几乎为零，其实在极权下，任何关系都会被瓦解，只剩下群众和领袖。
清末引进法律系统也是大陆法系，符合中国的国情即中央集权官僚制，中国没有民主的土壤，现实性
结构决定权力从上到下，没有权力的制约这是相当危险的。书中了解到贺卫方先生喜欢巴金的作品，
贺先生也提到不写法律专著的原因『提不起兴趣嗄』，书的后半部分是13_14年的微博，整体上这样的
书读起来就像以前网吧看到的那句话『网速太快，请系好安全带』读一些专著有大量的知识要记住，
贺先生的文章通俗易懂，有法理的基础，提供给读者一些常识也是好的。永远在讨论的问题具有穿越
历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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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边馀墨（第三版）》的笔记-第189页

        无论怎样富于生趣的事物，一旦进入教科书的管辖范围，马上就会变得抽象而枯燥。历史便是如
此。在历史学教科书中，人类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辩成了一条条干巴巴的粗线条。我们只知道若干历
史的规律、社会形态的更替、帝王与起事者的花名册⋯⋯那些震撼人心 的事件到了历史家的笔下就只
剩下一段段大大简化了的流水账。19世纪以来所谓科学的历史更是把这种流水账风格推向了极端。简
单化的历史只能培养出简单化的头脑，在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温暖的民族只能用裸露的躯体对抗现实
的寒风。

2、《法边馀墨（第三版）》的笔记-第58页

        （萨维尼）法律像语言一样，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它是从民族的经验与需要，经过自然的过程而
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不能被称为法律的制定者，正如语法家不能被称为语言的创造者一样：他们只是
发现了群众生活所创造的东西。这些创造物一部分仍然是习惯，而其他部分则变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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