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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

内容概要

《有一种力量:转型社会的法治细节》内容简介：在意识到这种规则和实践的断裂之后，奋飞博士没有
选择“制度完善”、“立法建议”之类的思考模式。近年来，据我对他的了解，对此种研究模式，他
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也因此，他才采取了乍看起来有些“中庸”的进路。比如，他建议，执法者应
该通过打造“影响性案件”，使其成为重建中国司法信任的窗口。他甚至坚信，每一个影响性案件，
都可以演绎出当代的“徙木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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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奋飞，1972年出生于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故里一一河南省上蔡县。1995年获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
学院理学学士学位。199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师从著名的诉讼法学专家陈卫东教授、程
荣斌教授，于2001年、200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要承担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学术兴
趣主要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政法论坛》、《法学》、《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主编和
参撰教材和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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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陈卫东)
致谢
第一章 法律职业
 1．法律人的风度
 2．中国需要更多“非暴力沟通”
 3．裁判者靠什么认知事实
 4．应该怎样看待刑辩律师的作用
 5．有一种力量
 6．让中国律师走向自治
 7．法院体制如何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8．监督者咋成了被监督者的“马仔”？
 9．《准则》的生命在于厉行
 10．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11．一个与回避制度有关的真实故事
 12．司法工作的“和谐”之路
 13．派出所是如何“摆平”纠纷的
第二章 法律信任
 14．法律如何被信仰——一桩小案的启示
 15．法律兴亡，“我”的责任
 16．信访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17．“潜规则”与“土政策”
 18．守着公共权力的最后底线
 19．司法如何赢得公众信任
 20．“千人下跪求见市长事件”三问
 21．“上访”总比“绝望”好
第三章 法律评论
 22．影响性个案打造法治中国
 23．从邓玉娇案看正当防卫的司法证明
 24．“流血拆迁”为哪般？
 25．打造“铁案”不能回避程序裁判
 26．“审”完不“判”，在等什么？
 27．在哪儿审判“李庄案”更为合适？
 28．刑讯逼供与破窗理论
 29．看守所内的暴力为什么久盛不衰？
 30．让“合法伤害权”不再合法
 31．莫让“进一步调查”不了了之
 32．拿什么来终结“诽谤政府案”
 33．“彭宇案”：我们该反思什么？
 34．从“贵州枪案”看“警民关系”
 35．“南平惨案”与“价值多元”
 36．让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观念深人人心
第四章 身边法律
 37．中国引入陪审团制度的障碍在哪里？
 38．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我见
 39．半斤白酒与一滴敌敌畏
 40．制度的缝隙靠什么来填充？
 41．宪法的权威与人民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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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刑事诉讼立法应“拒绝崇高”
 43．从“民告官”走向“官告民”
 44．人们因何聘请律师
 45．“逮捕”无法承受之重
 46．反腐败需要新思维
 47．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血脉相连
 48．“旁听证”不死，审判公开难活
 49．“温水煮青娃”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
 50．体育比赛与程序制裁
代后记：有一种力量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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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由此看来，要铲除刑讯逼供这个“毒瘤”，除了要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种针对侦查权的监控制
度，除了在理念上要对“刑讯之恶”形成共识，还必须努力铲除“合法伤害权”生存繁衍的空间，从
而让“合法伤害权”不再合法。而要铲除“合法伤害权”生存繁衍的空间，目前看来，至少应该做到
这样几点：第一，要降低地方各级公安局长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不应再继续担任政法委书记；第二，
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取消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的话，那么至少应该重新
界定它的职责，尤其不应再对任何案件进行任何形式的协调（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
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1995年6月7日），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职责任务主要有以下十条
：（一）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部署，同意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二）对一定时
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三）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四
）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
政策的具体措施；（五）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
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六）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七）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
究工作，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探索政法工作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八）研究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
（九）指导下级政法委员会的工作；（十）办理党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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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喜欢读奋飞的文章，他以学术理性分析与民众生活有关的法律问题，以细腻的文风表达法治的现实
，充满着学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法治既是崇高的目标，同时也是实践的过程，时常显得大而无
当，它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填充。我经常跟同学们讲，学习法律的人应当重视细节，要学会从细节中体
会法治的真谛。细节是法治的血肉，有了细节，法治才能润泽饱满。本书展示的诸多法治细节，对打
造法治的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读完此书，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同本书的书名“有一种力量”所展示的，正是缺乏有效制衡
的“法外权力”粗暴地进入了“司法场域”，才致使不少社会关注的案件按照“权力逻辑”而不是“
法律逻辑”发展。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书包含了作者对近年
来发生的诸多“影响性案件”的观察和思考，它不仅展示了一个法律人热切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法律
人在复杂形势下固守法治信仰的可贵品质，而且还为人们在具体时点上认识、评价和推进法治，提供
了重要的方法启示。　　——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读奋飞的《失灵》时
，我就已经感受到，他的研究惯于从典型案件和日常生活中捕捉和提炼问题，并善于以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的语言，来展现自己的专业精神和独立思考。读完本书，我的这个感受更为强烈。这一篇篇对
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共事件的分析，一次次对影响性诉讼案例的思考，都蕴藏着奋飞要着力表达的东西
——通过对转型社会法治细节的关注，来阐释我国法治进步的力量。　　——王新清（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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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一种力量:转型社会的法治细节》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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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实务型文章挺好看的给四星。可惜后面时评类有点多，大概看太多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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