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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内容概要

《法律的异邦》作者以国内法学界卓有名望的法学家和崭露头角并颇具人望的青年法律学者组成。集
中体现了法律人的法学悟思与人文情怀，或庄重，或深刻，或诙谐，或睿敏，淋漓尽致地揭橥了法学
者对于置身其中的法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理解与省思，各有千秋，别具情致，字里行间彰显着严谨而
活跃的风度与气象，堪为当代法律人的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之精神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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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作者简介

张海斌  1975年生于江西新干，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主要研究兴趣为
宪政理论与行政法洽，法哲学与法律史学等。曾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合著有《西方宪法史》等，曾
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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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书籍目录

第一辑  若有所思地生存  人世沧桑读史始  纠缠于真实与荒谬之间  话份与发飙：发言的社会学  评论、
评论家与评论界  重返乌托邦  我们是如何欣赏电影的？  幽暗意识发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论标准答
案意识  盖棺定论的历史哲学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之忧思  关于禅的另类解读  如何无欲则刚？  知识
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网聊与文字乌托邦  人生不过五种境界  歧路丛生的历史记忆  大学生自杀现象之
冷思考  “还债”与“出息”考  “工作”与“务农”考  撒娇的现象学  识时务者如何为俊杰？  所谓检
讨文化  当我们已被选择  农民做骗子的资格也没有吗？  方法论主义的谬误  为何沉默是金？  我们该如
何对待英语？  有效学术批评如何可能？  国人是如何对待批评的？  沦陷于身份的焦虑  文学化思维的
迷局第二辑  法律本来就是俗物  上访和截访之间的吊诡  弗兰克与“基本法律神话”  警惕法律威吓主
义  权利观念的演变  审判中的裁量与限制  所谓司法职业道德  法律本来就是俗物  古代希腊的哲学与法
学  不该被忽视的“残疾人”  西方衡平思想的演变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演变  警惕法律依赖症  正义与迷
信：《魔鬼的律师》  男权社会的话语实践  犯罪嫌疑人该被剃光头吗？  中世纪英国律师学院  作为知
识与德性的法律  认真对待大学生的住宅权  地铁工程验收造假曝立法缺失  大学生奖学金评定之反思  
对当前法学研究状况之反思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拿破仑与《法国民法典》  苏力，你很狡猾  多元社
会与法律信仰  作为历史画卷的宪法  论法学著述的文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  我为何不关心法
律修改？  上海红烧肉和法律移植第三辑  重返抒情时代  突然消逝于陌生  上海：一座想象的城池  我怎
么做起博客来？  拍照以及人生随想  却上黄山观风雨  河南归来不喝酒  纸上得来终觉浅  重返抒情时代 
他们那一代的爱和怕  寻求一种炫耀性生存  口号消费主义  露天电影与古典爱情  日渐消逝的生活艺术  
老张的买菜哲学  金刚不坏的人生  避与无可避的虚无  《四手联弹》：一个简单的野心？  沈阳此去说
寂寞  为何要回家过年？  古代书生的理想与爱情  重温一种生活哲学  所谓存在的勇气  忆里不知身是客 
兄弟我刚从美国回来  我的歌唱生涯  何勤华教授二三事  飞往纱窗的路上  我的爷爷：一段家族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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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是如何欣赏电影的？如果把欣赏电影或电视剧当作一种阅读来理解的话，我们便经常会
见到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以一些女士看韩剧为例吧。譬如当帅气的男主角和漂亮的女主角经过生生
死死曲曲折折的经历，最后却没有出现意料之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刚要终成眷属的时候，
其中一个突然鼻子流血，结果查出了白血病晚期。这种故事情节恐怕会把那些刚用完一包餐巾纸，却
依旧泪眼滂沱的女士们，恨得牙和手都发痒，巴不得亲自跑到韩国去，把那杀千刀的编剧拉出来暴打
一顿。但是，倘若电影两个主人公经过一番磨炼，不出意外地终成眷属了，女士们的态度马上就是不
屑了：庸俗焉，老掉牙焉，退票焉，他妈的焉。在这种局势之下，我看编剧最好掏钱买包老鼠药吃了
上路。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其实很简单，每个人看电影，就像阅读一部小说，都有一个阅读期待或
者情节期待，看到一个场景时，读者总会期待下一个场景的出现。如果下一个场景如期而至，那么给
你传达一种信息，你理解了作品，或电影如期进入你预设的套路。如果下一个场景出乎你的意料，那
么你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视域，动用其他的资源来重新理解，并形成下一步的阅读期待，再重新检验
。这种现象在阅读批评上，大抵就是所谓的“阅读的现象学”。按照阅读现象学，一部作品只能提供
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许多未定点，读者在一面阅读欣赏的时候，一面按照自己的经验来
具体理解情节（这就是理解的具体化）。阅读经过具体化以后，读者往往会形成情节期待，再阅读，
再调整期待，如此往复，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这种观点，很有些伽达默尔先生讲的视
域交融的意思。也就是说，欣赏或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敞开的对话过程。从欣赏电影的角度来看，
也是如此。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往往按照自己观看电影的习惯、经验和观念，在头脑里早先就形
成了一连串的电影情节。譬如电影如果开始出现一位落魄的书生，又出现一位貌美聪慧的小姐，观众
的欣赏期待不免就是，这对男女总要发生点什么。想到这里，不免眼睛一亮，兴致盎然了。喜欢欣赏
人体艺术的同志，恐怕就要想到自己喜爱的兴趣上去了。总之，在电影的开始，每一个观众都会形成
自己对于电影模式的期待，要么西厢记式的，要么红楼梦式的，要么牛郎织女式的，不一而足。随着
电影情节的进展，观众会不断地按照电影的发展过程，建立和重建自己的情节期待。也就是说，观众
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电影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于情节的推进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如
果某个编剧居然要故意露两手，完完全全跳出了观众的情节期待，甚至导致观众找不到北，再也不能
重建情节期待了。这部电影恐怕就有问题了，观众就要骂娘了。我看很多人看王家卫的电影，就会有
这种隋节期待的崩溃感。很多导演或者编剧为了体现自己独具匠心，构思巧妙，往往喜欢挑战读者的
观赏期待。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儿。因为一旦成功，就是经典，也可能就此提高了观众的欣赏期待水
准，意义重大。但是一旦失败，有可能就是一部精神病科教片出台了。其实，要真正超越观众的情节
期待，谈何容易。人类生活的基本模式和格局就这么几种，作为反映人类生活的电影，其情节也不会
有太多出人意料的结局。那些所谓后现代电影，能指满天飞，让人云里雾里，精神分裂，我看这种导
演不是耍花招捣糨糊就是脑子出了贵恙。有些作者干脆回避结局的处理，倒是一种策略。譬如让主人
公或离家出走，或掉下山崖，至于后事如何，是死是活，让大家想象去，就比较巧妙了。但是，巧妙
归巧妙，作为观众，还是依旧觉得没有完成阅读，有些意犹未尽。为什么呢？因为观众看一部电影，
要看导演卖弄编故事的技巧是固然，但更重要的一条，恐怕不过企图藉此重温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隐
秘的感觉或者情绪罢了。他们观看某一类的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在准备重温一段自己的心路历程，或
者要通过主人公转移自己的内心体验。因此，电影对于他们的作用，相当于弗洛伊德先生的“释放”
。他们对于电影情节之期待也很是普通，只要演员表演逼真，导演视角独特，光和影很美妙，结局皆
大欢喜，那么一次成功的“释放”就算完成了。于是泪如泉涌，如释重负，票面价值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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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博雅法律人兼通文史，智慧独角兽专触不直。　　——贺卫方解读法理、抒发情怀、传播智慧、陶冶
心灵，这里有的是佳作。　　——於兴中“独角札丛”是一片生机勃发的法学园地，以青年法学家为
生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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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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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编辑推荐

《法律的异邦》：感受法学与人文之美 栖息思想与诗意之间法学名家贺卫方 於兴中 张千帆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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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异邦》

精彩短评

1、法律是个俗物，这是张海斌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内容。他让我再次深思法律信仰这个议
题。这小子有点意思。
2、2012.08.18.今早的班车上，读完了最后一篇文章。这本书读得断断续续，却一直没放下，很奇怪。
作者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他的爷爷，说他老人家晚年时都认不清孙辈。看来我很幸运，我的爷爷
到最后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到最后还试图用只能睁开一条缝的眼睛看到我。我欠了一辈子的恩情。
3、早闻张海斌在读书期间，就是华政闻名的才子，今日读到他的新著《法律的异邦》，果然非同一
般。语言机智幽默，富有张力，论述严谨却不森严，身边琐事，学术论题，皆能从容入笔，娓娓道来
，阅读过程愉悦但时时充满挑战，作者的才情并不张扬，但是却能够感到一种光芒在字里行间闪耀。
值得一读，值得推荐。喜欢法学和人文类图书的读者都可以看。附一篇小文，先读为快。金刚不坏的
人生俺这辈子从未庆祝过生日。按照农村的做法，大略周岁和十岁的生日应该做过，但具体的情形却
忘记了。记得去年生日将至之际，不免有些兴奋，很想认真做一做，弄出些死而无撼的意思来，但后
来不知什么缘故，竟渐渐地淡忘了。待到时辰已过，才反应过来，懊恼得很，很咬牙切齿了几日。不
过后来渐渐发现也没有什么，回顾这些年来，俺老张尚能内外兼修金刚不坏，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见
生日之做和不做，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生日也者，着实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就像一把刀，笃定
一年砍你一回，让你遍体鳞伤兼黯然神伤。试想，本来一个男人好端端地，健壮如牛，上山打虎，下
海捉鳖，没有做不到的。但是，一过生日，就像有人阴魂不散地经常跳出来，提醒你道：老张啊，您
老人家过几天就要三十五岁生日啦，您这把骨头，没有几天好蹦达啦，万千要悠着点啊”，你想想，
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很有前途很有抱负，听到这种话，简直要万念俱灰手...脚俱凉一头栽倒在地了。
可见，生日实在可恶之极。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于是，国人每到
这些日子，不免葡萄美酒，觥筹交错，很弄出一些喜庆的气氛来，俾以纪念之。但一俟夜半，宾朋散
尽，寿星们便不禁辗转反侧心潮澎湃了。想想老之将至，总不免要长吁短叹的。肚里有些丘壑的人，
恐怕还要起床写一首诗来纪念之。凄凄惨惨，又有那么一点悲凉。第二天闹肚子上洗手间时，眉宇间
的苍老之气，已是遮也遮不住了。所以生日也者，对于那些善于反思善于自作多情的人来说，或许很
有脱胎换骨的意味。但话虽如此，俺老张以为，生日这种东西，最好还是少过为妙。人活于世，胡乱
地混着日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是一种大境界。试想，倘若没有生日之类的东西，经常阴魂不
散地来提醒你，咱也不会去想自己人寿几何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喝粥继续喝粥，该扮嫩继续扮
嫩，拉风得很。而正是有了生日，一切便有了变化。年轻人自然一年一年地豪迈，到了生日那天，便
一次一次要吵吵囔囔地发狠重新做人。年齿稍长的，遇到生日，真个是遁无可遁，一个个祝寿的电话
，恍如一刀刀扎在他的心上，心脉紊乱的，生日礼物恐怕最好送降压药了。尤其对于年岁渐长的女性
来说，过生日实在是一个双面刃，既想要被人隆重的记起，俾以继续收戒指收玫瑰吃蛋糕吹蜡烛，又
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年纪，实在进退维谷急煞奴家也。记得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经说，一个好的外交
家，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只记得女人的生日，却要忘了她的年龄。这话真是说到女士们的心坎上去
了。职是之故，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祖母级的过气女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依旧要娇滴滴地说，
“我们女生”“他们男生”，着实要把嘴里的一口老鸭汤喷出来。真是可怜天下女人心也！ 其实，在
我看来，生日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去睬它为妙，混混沌沌地过日子，一生只当作一岁来过，不亦快哉
。记得昔日俺老张刚毕业那阵儿，住在华政东风楼背后的五祺斋里，情形和渣滓洞差不多，但俺不以
为忤，反以为乐，悠哉游哉，，又是吟诗又是俯卧撑，又是背英语又是踢毽子，内外兼修，金刚不坏
。更有甚者，房间里还经常会爬进来几只蚂蚁来，个个健壮，长得也很拉风，它们喜欢沿着书桌脚往
上爬，很有鬼子进村的架势，俺便在旁蹲守着，一边数蚂蚁，一边替它们着急，待到全部爬到书桌上
，便斜刺里杀将出来，将它们一一捉住，再全部置于桌脚，重新表演之。一日三回，节日加演。然而
，这般美好的生活被朋友的一次生日搞砸了。一日，有朋友很隆重地搞了一个生日派对，广发英雄贴
，俺也在邀请之列。是日，精神抖擞地赴宴去。宴会很是抒情，放了很多杀人不见血的歌曲，歌词不
断暗示着在场的人反思自己的年龄。记得俺当场算了一下自己的年纪：居然已经二十六岁了，不免沮
丧无极。深夜回到五祺斋，拍着栏杆叹气，想想自己英雄一世，居然还蜗居在这里数蚂蚁，端的是天
理难容矣。自兹端正心思，重新做人，且再未参加任何朋友的生日派对，说到做到，金刚不坏。 阅读
更多 &rsaquo;
4、作者不是法律科班出生，对法律见解不够深刻精辟，不过文学思想还是不错的，适合当随笔看

Page 8



《法律的异邦》

5、本想买法律实务类书籍的，结果买回来才发现是社会短评性质的书，唉有点失望，如果能够有更
清晰的简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6、文章可以在筛选一下，不值得每篇都出版
7、张海斌老师的书吖~~怎么能不拥有一本呢~~??他的微博叫 江渚子他平时发滴也很经典的~
8、有民国遗风，兼幽默话语如常
9、张老师的书，可以看到一贯的睿智和幽默
10、斌哥的书要支持一下，终于读完了啊
11、法律本来就是俗物
12、很值得一读的书，法律与人文的完美结合。个人比较推崇第三章，可能也是作者用最多感情写就
的章节。
13、一本娇情的书,与法律的异邦牵强附会.属于书中劣品,不能想像这样的书由名家推荐,名家休矣!!!!
14、读着这本书，能感觉到海斌叔上课时的神态就在眼前
15、当时买这本书，即是看到当当网友的评论才买的，买来一个多星期，全部看完，的确是我喜欢的
那种文字，也确实才子的作品，华政出英雄也，以前读萧瀚的书，就感觉很爽，萧瀚老师也是出身华
政。
三百页的书，分为了三个大部分，几乎都是和法律相关的，in other words，就是作者都是在用“法眼
”看世界，看人生，特别是《法律本就是俗物》那一篇，作者谈法律的信仰，称我国人，“从来没有
建立过真正的具有超越性、非功利性和彼岸性的信仰体系”，自我现今所接触的人们来讲，到也中肯
，什么事你的信仰，我这样问自己，还有作业以程序的视角写“河南人的饮酒劝酒风俗”倒也有几分
意味在里头，因为俺是河南的，还是有同感的，正如作者说的，所谓“古朴的温情”。
作者书中的一些话语，也引起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有效学术批评如何可能？》的文章，作者的观点
可谓是犀利之极，读来好不畅快，
作为读过这本书的法学新青年，有兴趣的人，大可放心买来看，定有收获的，权且预测是大有收获。
16、海斌哥的书有意思，海斌哥的课也很有意思。
17、有很多新奇的论述，很多有趣的法律知识，最重要的是文字的真诚和作者永远探索永远追求有趣
的态度。
18、作者的一本散文集，但是说老实话，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显然名不副实，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
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套路越来越像台湾那边的学者了。对前面两部分——比较失望！对第三部
分，其中的语言倒是挺诙谐、幽默的。
19、张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20、法律的书，初学者，想了解。
21、对于非法学专业而言，这本书价值一般
22、纲目内容
23、强烈推荐，非常的好看
24、很好的小文章，有视角，有文笔，既诙谐又不失深度，适合专业和非专业的人看，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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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法律的异邦》，文章多见于张海斌老师的法律博客，想多了解一下，于是网购一册。读张
，部分是因为我们成分相同，都是贫农。山野村夫，他祖籍江西新干，大概属山，我长在华北平原，
可算是野。《后记》说：“我的父母，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拖着有些年迈的身体，在我熟悉的田野里
从事着古老而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点，也相似。　　我一直没搞明白，“法律的异邦”指的
是什么，所以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词组意义就特别丰富。它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这本
文集的内容都是处于法律之外的出位之思。也可以指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位于法律国之外或悬于法律
之上。还可以说，从一个贫农的角度看，法律是太阳，自身则如丛林中数量更多的灌木杂草，是被权
势者的影子罩着你。带头大哥说：“兄弟，我罩着你。”这个“罩”字，可从这方面理解。我猜，第
一种解释是作者原意，不过我倾向第三种解释。农民看惯了自己，一切理所当然，他人看不见农民，
一切都无所谓，或者，当一个作为他者的农民，在成为农民的他者后，对农民才愿意看，才看得清。
书中关于农民的讨论并不太多，却都从日用常行而不知中提出了真问题，耐人寻味。　　如《“工作
”与“务农”考》中言，“工作”理应包括城镇和农村中的各种劳作，但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我们
提到的“工作”似乎专指城镇居民的劳动，很少涉及农村的劳动。种地不算“工作”，这里，“工作
”就就有了某种超越词典的社会政治意味。在我们这儿，衡量是否“工作”的标准，不在于是体力劳
动还是脑力劳动，而在于是城镇户口还是农业户口，农民“务农”并非参加工作，所以各种法定的权
益保障，譬如休息权、最高劳动时间、最低劳动工资等规定，农民都无福消受。农民工可以“打工”
，且可以是“长工”可以是“短工”，但都不是“工作”。好处是，农民没有“工作”，也就没有“
待业”、“失业”（美称为“下岗”）、“开除”的危险。腐败分子要求网开一面，设想的最坏下场
多是回家种地，“工作”与“务农”，高下立判。日常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一个深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内
在机制，对“工作”的“正确”使用，现实社会的身份差异与区隔得以无意识表达和复制，这种潜移
默化的语言实践和变迁，是词典和字典难以揭示的。　　如果说农民是在法律光照之外的，我看刘先
生的劝告就是，不如抛弃对法律的美妙建构，要承认“法律本来就是俗物”。中国人的主流气质其实
还是农民式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依然是中国人主要的生存哲学，这经过新中国的唯物主义教
育，更加变本加厉。在这个没有信仰传统的的世俗国家中，要紧的不是建立对法律的信仰，而是对法
律的尊重。自然，前提是，这法律必须值得被人尊重⋯⋯　　不“贫”了，继续读，不然真要变成一
个双料的“贫”农。
2、以前一直对法学著作有着畏惧感，逻辑的严谨虽然很让人着迷，但却很难把握。相对来讲，我更
喜欢法学学者的随笔，那样细致却不失思维的严密。前段时间读了一下《谁为律师辩护》，觉得选题
不错，最近发现这本书就更有意思了。电影、时事、读后感都来得那么真实，有那么视角新颖！
3、行走在理念与现实之间——读张海斌《法律的异邦》 古人叹一部二十四史不知该如何读起，而今
人面对现在这样一个浩如烟海且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更有读不胜读之慨了。有鉴于此，汪荣祖先生
曾经提出今人需要“善读”，所谓善读，顾名思义，是指要善于读书，而善读的方式，当然是要“读
善”，即读有价值的书，读好书。但如何真正做到善读，有两种工具可以借助，一是书评，二是索引
。真诚的书评应该向读者推介真正的好书，作为一位编辑兼渴望善读者，我有职责和底气推荐青年才
俊张海斌的《法律的异邦》一书。《法律的异邦》收录了张海斌近年来所撰写的学术随笔与生活感悟
。作者将之归于三辑，分别为“若有所思的生存”、“法律本来就是俗务”和“回到抒情时代”。文
章篇幅大都为一两千字，个别文章超长。非常合适作为案头书，在睡前读上几篇。让人真切感受到法
律与人文之美，心灵在诗意与思想中暂得休憩。我个人更喜欢读得是他的第一辑和第三辑，第一辑更
多得是对我们大众所关心的一些公共话题进行了自己的阐述与解读。比如收录的“论标准答案意识”
、“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冷思考”，“有效的学术批评如何可能”以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等文
，表现了一个青年学者对于当下发生的事物的关心与自身的责任感。第三辑则更多的倾向于个人成长
历程、情感与私人生活的写作。相当部分的文章唤起了作为70年代出生的笔者的共同的回忆与怀念。
手写的情书一去不复返了，露天电影时代只能化成心里温婉的老歌，作者在抒写这些“日渐消失的生
活艺术”时，文笔充满感性、温情、缱绻与阴柔之美。让人沉迷其中，充分感受到“文字是肉做的”
。但是作者作为一个法律人，自然要关心法律话题。这一辑中共收录三十篇文章，从西方的衡平法到
当今法学研究的思考，从作为知识与德行的法律到具体的法律判决书，所涉广泛，举重若轻，贯穿其
中的是作者对法律精神的追求、对法律实践智慧的探索与真正的人文情怀。之所以被这本书打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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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很简单，无论从知识的获取还是阅读的快感，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
感受到一方面作者对于书斋生活的热爱，由于多年来“一直保留了阅读到凌晨的习惯”，使得他博览
群书，长于静思，其文章也因此呈现内敛沉静的气质；另一方面，他对于置身其中的学术界始终保持
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立场，同时他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与体察，又使得他的文字富于热情、细腻不失
凝练的特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律的异邦》富有文采而不炫耀，幽默机智而不轻浮，知识丰富
而不卖弄，虽是学术随笔，不失文采修辞之美，文采之与文章，恰如女孩子之于脂粉，适宜用之平添
诸多颜色。阅读与悦读兼程，对于读者来说，实在是有福了。有人曾经这样戏说作者与文章的关系，
没有出名前，作者要依靠文章过硬才能引人瞩目；而在成名之后，很多文章要借作者之名才能发表。
张海斌无疑属于前者。本书信息连接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1028564&amp;ref=search-1-pub
4、值得仔细品读的好书。 相较于严肃的法学研究作品，我更喜好读些轻松的法学随笔，本书就可归
为这一类。作者将严谨的逻辑思维、深刻的忧患意识、深厚的文字功底融入了每一篇随想中，将其观
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生活哲学通过精悍的文字呈现了出来。文字在令人捧腹的同时更令人深省。在这
个时代，能引发思考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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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81页

               自从苏力和梁治平先生批判《走向权利的时代》之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学术规范了。但是现
在不免有些物极必反，走向形式主义了。我们看到很多学术论文，短短六千左右的文字，居然有了近
百个注释，这些注释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等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让人肃然起敬，而主文内容
往往淡如白水，肤浅空洞，让人不知所云。这种单纯追求注释之华丽的风气现在似乎越来越浓厚了。
学术论文似乎注释越多，学术色彩就越浓，就越反映作者阅读参考书目之多。

2、《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276页

             海德格尔讲沉沦，这是一种普遍的异化现象，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在这种意义上，只有流浪
汉和单身汉是自由的——虽然他们经常没有意识到，甚至还经常为之苦恼。只有流浪汉和单身汉才可
能是诗人，是哲学家，是精神病。哲学和诗是单身汉的事业，是流浪汉的事业，由此产生的疾病也专
属于他们。

3、《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279页

                尼采说：上帝死了。因此，每一个人自诞生之日，便被抛入了这个虚空无妄的人世。这是一个
没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必须自娱自乐，自己给自己创造意义，并义无反顾走向死亡。
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死而生；我们都走在送葬的道路上，在为别人送行的时候，自己也注定成为被送
行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永远是一群迷茫的孩子，在这毫无选择的宿命之中，如此慌张茫然失措孤
独无依。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需要自己去寻找意义，大家相互取暖相互安慰相互纠缠并自娱自乐。
我们永不停歇地给自己树立诸多的偶像和理想，追逐者并品味着人类各种永恒的情感，俾以让灵魂能
够不至于空虚，让惶恐不安的心灵能够稍得安慰。总之，让我们暂时安身立命。

4、《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211页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吧。每次法律的修改，媒体总像那餐厅广告一般，把咱们黎民百姓们胃口
吊得高高的。大家一边洗脚，一般用擦脚布盖在脸上幸福地想：“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次法律修改
，大闸蟹吃不上，至少也要端出盘红烧肉来罢。”法律专家也再三向大家保证：大闸蟹不敢断言，红
烧肉是值得期待的，至少有确切资讯表明，这次端出来的大餐，里面肯定会放香菜的。⋯⋯遗憾的是
，无数次法律修改的经验最终表明，餐厅最后隆重端出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上面果然新添了
一大把香菜。——比喻有点意思，把大家对法律修改的期待和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5、《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27页

        在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不是上帝制
定的，没有神圣的血统，因此也可能是个错误的甚至是肮脏不堪的东西，就这么一个世俗的产物，凭
什么要获得神圣的地位，并获致人民虔诚的信仰？

6、《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25页

               在我看来，信仰就是指也只能指某种宗教信仰，信仰很大程度与宗教是一回事，不同的宗教意
味着不同的信仰，而不信神就是没有信仰，无神论者也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很多国外学者已经介绍过
，没有信仰的人在西方人看来，可能会被看作成一个危险人物。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一个没有信仰的
人，肯定是一个心灵没有约束的人，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种人在其他人
看来，也必然是一个难以信任的可怕的人。——看样子，张老师还是赞同信仰的，觉得人应该新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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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才对。不过，好像信仰伊斯兰教的就是战争狂人一般。

7、《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26页

        P126   对于国家政治来说，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信仰，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于统治者来说，
特别是在一个人治和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度，统治者如果真正彻底地服膺了“无神”和“唯物”，那么
国家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最高权力了。

P127  在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不是上帝制
定的，没有神圣的血统，因此也可能是个错误的甚至是肮脏不堪的东西，就这么一个世俗的产物，凭
什么要获得神圣的地位，并获致人民虔诚的信仰？因此，在一个没有信仰传统的国家，企图人为地把
法律当做一个信仰来树立，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法律从来没有超越性和彼岸性，它以前是、现在似乎
不是但实际上依旧是一个定纷止争的工具，是国家借以解决社会矛盾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
       我们了解在当代中国树立法律信仰的矛盾性，甚至不可能性，但是绝非准备取消对于法律的尊重
，毕竟，尊重法律和信仰法律不是一回事，尊重法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圣法律义务，我们责无旁贷
，但这也有一个前提，即法律必须值得被人尊重。

8、《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23页

               笔者认为，真正的信仰，乃是一种超越性、非功利性，具有彼岸性的信念或理念。倘若一个人
具有一定的信仰，则意味着其人生由此具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与情感寄托，他从此可以按照
这个信仰，来解释社会现实与个体境遇和命运变迁，使自己能够进退有据，人格完整统一。由于有了
信仰，人便自然有一种敬畏虔诚之心，不至于在某些事情上，过于张狂虚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
而从社会思想史来看，敝国历史上一直是世俗的国家，作为主流的国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的具有
超越性、非功利性和彼岸性的信仰体系。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总所周知，儒家的传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其诸多教条和格律，大多是一种世俗的伦理学和人生哲
学，不具有超越性、彼岸性和非功利性，远远达不到信仰的高度。这导致民间的生活哲学一直是实用
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9、《法律的异邦》的笔记-第193页

              法律信仰话题的兴起无疑是现代社会“去蔽”以后的产物。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就
是日益世俗化和理性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这种巨大
的社会转型主要归因于西方伟大的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互相印证）。从
伦理史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的重大后果就是，作为道德和信仰统一之基的上帝开始受到质疑，并最
后崩溃成为道德的碎片。相应地，人成为了自身道德判断和利益判断的主体。在这种历史和社会背景
下，自亚里士多德已降的铁板一块的道德与信仰，在现代社会已经日渐分殊化，成为了一种可供选择
的对象，信仰再也不能如传统社会那样具有优先性和不证自明性，这奠定了现代社会深刻的内在冲突
。因为信仰第一次开始成为了问题，成为了有没有信仰和选择哪一种信仰的问题。指出这一点非常重
要，因为按照一般的看法，法律何以信仰在传统社会中是不成为问题的，现在成为问题至少说明它日
渐丧失了在传统社会中应有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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