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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行西

  车一程，马一程。

  映日冰山银甲明，

  坡头百丈松。

  高僧行，君王行。

  古道千年客不停，

  云间传雁鸣。

  注：夏塔古道位于昭苏与温宿之间，

跨越天山南北，全长120公里。古来为连接伊

犁河谷与塔里木盆地的必经通道，史载解忧

公主、玄奘法师都曾途经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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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的迷宫里寻找灯绳

□ 刘仁文

  《法律的灯绳》2012年面世后，不少朋友给予

鼓励。记得有一次收到邓超检察官的微信，吓我一

跳：刘老师，您改变了别人的人生！仔细一看下面的

截图才知，原来是一位非法律专业的读者在不经

意间接触到《法律的灯绳》一书，发现原本枯燥的

法律还这么有趣，于是转学法律，从此改变了他的

人生。

  现在看来，这个书名之所以不赖，可能在于“灯

绳”这个词隐喻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对于法学随笔集而言，好的书名确实可以提高书的

意境，增强书的吸引力。

  灯绳者，控制电灯开关的拉线也，找到法律的

灯绳，就等于找到了解决法治问题的关键，而寻找

隐藏在黑暗处的灯绳，又需要一个摸索、探寻的过

程。苏童曾经在《寻找灯绳》一文中写道：“小说是一

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

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

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

及整个生活。”写小说如此，治法学又何尝不是如

此？以我所在的刑法学科为例，当下以德日刑法理

论为摹本的刑法教义学正大行其道，本来比较和国

际的眼光不但没有错、而且是我们所提倡的，刑法

教义学更是刑法学人的看家本领，但凡事皆有度，

不可走极端，如果不立足本土，不以本国的立法、司

法解释和判例为基础，不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同时关

注社科刑法学，那我们的刑法学就无法承担起它在

刑事法治中所应有的使命。简单地说，如果把刑法

教义学大体等同于概念法学，那么历史法学、社会

法学、自然法学等研究方法同样是不能缺位的。它

们的互相融合，恰能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正

如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

中所指出的：“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

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

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

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

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法律作为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

的大厦，恰似一座巨大的迷宫，对于身处其中的法律

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普通大众！记得卡夫卡的小

说《审判》中的那则寓言：一个公民站在法的门前，他

满怀着对法的期待而来，本以为法是任何人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接近的，没想到守门人挡在了入口，使这

个公民求见法的愿望无法实现。这样的事例在我们

的身边并不罕见。多年前，我曾接待过一位来京上访

的老乡，他的情况大致是：自己的母亲和邻居闹意

见，为了报复偷了对方的东西，但事后因为害怕又把

东西退回去了，结果仍因构成盗窃罪而被判刑；而自

己受到当地官员欺压的一起案件却长期得不到解

决。当时他怀揣雷管说，如果这次接待上访的人仍然

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就要在大厅引爆雷管

同归于尽。我当时还以法学专家的口吻开导他：你的

母亲确实构成了盗窃罪，退赃的情节法院在量刑时

也考虑到了，至于你的案件那是另一码事，不要把这

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今日想来，我对他的开导很可

能并没有消除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一方面，他的母亲

事出有因又退回原物、没给对方造成任何损失，却被

判刑；另一方面，自己受到冤枉，官员却长期得不到

惩治，所以他绝望了。

  近年来，国家相继平反了一批冤错案，如果还原

到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当时，却也发现这些案件

的过程环环相扣、几乎是合乎逻辑地推演着，想象

被卷入其中的个体，真的是太弱小了。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也只有在

这样的司法环境中才能建立。如何能让老百姓接近

法、亲近法，在法律的迷宫中找得到灯绳，我们还有

许多难题需要破解。前述邓超检察官在与我分享她

对《法律的灯绳》读后感时，曾感慨道：法律工作者，

尤其是司法工作者，一直都在寻找灯绳，找到这根

灯绳，法律才会变成一束光，照亮别人的路；找不到

这根灯绳，法律就是在漆黑的夜里又多打了一个

结。信哉斯言！

  法治是动态的，法学也是动态的。前段时间，为

缅怀潘汉典先生，我又读了一遍先生翻译的耶林的

《权利斗争论》，这次阅读的一个更深感触是：耶林

很不认同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萨维尼主张法的形成

是“内发的有机的发展”，而耶林则主张要通过激烈

的斗争来赢得权利，“法律只有通过清算自己的过

去才能够使自己获得新生。”其实，不管是萨维尼的

历史法学派，还是耶林的为权利而

斗争，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反映而

已。推而广之，在强调变革的年代，

耶林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在强调

传统的时代，萨维尼则又略胜一

筹。这种动态性增加了法治迷宫的

复杂性，对应本书书名中的灯绳，

试问年轻一代是否熟悉？也许他们

熟悉的是开关，而对于已逐渐走入

历史的灯绳，他们反倒要借助想象

力了。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曾经指出，优秀的思想家并不把

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

裂，而是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以

解决问题为中心，去发挥和运用自

己的想象力。爱因斯坦也曾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

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

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

进化的源泉。”

  当然，想象力不是凭空的，而

是建立在经验、观察、阅读、思考和

灵感的基础之上的。在这变动不居

的社会里，我们更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用心去体

验法律这座迷宫的魔力与魅力，在黑暗中去寻找灯

绳，并在灯绳老旧的地方换上更加现代的开关，让

法律之光普照大地！

  《法律的灯绳》增订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作

者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

生导师，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

咨询委员。

  剧情简介：

  一场车祸，父母双亡，姐姐面临关系冷漠疏离且相差20

岁的年幼弟弟需要抚养。表象之下，姐姐从小因为家里重

男轻女的观念受尽委屈，不仅为帮父母得到二胎资格在

童年装残疾，而且还因为自己是女孩就该早点毕业结

婚养家而被父母篡改了高考志愿。对于这个突然要自

己抚养的弟弟，独立自我的姐姐向弟弟坦言“我的

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啊”，但弟弟一句“我只有姐

姐你了”又让她眼睛湿润，可见姐弟情感纽带难

以分割，血浓于水的命运紧密相连。

  “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

把你弟弟好好养大。”姑妈作为传统女性的

代表，以长辈口吻道出无数女性的命运

旧脚本，而姐姐作为新一代年轻女性，

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遭受重

重困境和情感拉扯。

  饱受原生家庭伤害的姐姐，

究竟该不该承担起抚养年幼弟

弟的责任？自己的理想与未

来、曾经的伤害、世俗的眼

光、亲戚的施压，这一切都

让姐姐的这一选择艰难

而充满痛苦。最后，尽

管为弟弟找到了领

养家庭，但姐姐并

没有毅然地选择

离去，留给观众

一 个 开 放 式

的结尾。

《我的姐姐》

□ 法宣

  《我的姐姐》是一部由殷若昕执

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肖央、朱

媛媛、段博文、梁靖康等主演的女

性题材电影。该片聚焦原生家

庭痛症，讲述了家庭责任与女

性实现自我价值之间的矛

盾，复杂的姐弟情更是令

人揪心不已。通过影片

让更多的人关注现实

生活中女性的自我

抉择与成长问题。

华政的故事（八十八）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松江崛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学校园（四）

  在这里首先介绍的是“崇法楼”。它的外形是个半圆，从北

侧看过来，有点古代罗马斗兽场外墙的味道。命名时，再从我国

古籍中发掘用“明”字打头的词语，有点难度了。于是，大家就另起

炉灶，挑选了几个具有教书育人、培养人才、崇尚知识、尊重人才、信

仰法治含义的词语。最后，这幢大楼被定为“崇法楼”，表示华政崇尚法

律，坚持法治信仰的理念。

  “崇法楼”的使用主要是法律学院，其是由1985年建立的法律系发

展而来。学院现设有民法、法制史、法理、宪法、行政法、民诉法、立法学、

法律文书8个教研室，法律史研究中心、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中国儒学与法

律文化研究所、律师事务研究所等多个科研机构。其中，以法律史研究中心

为核心组建的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

国际法律与比较法研究中心是上海市高水平特色发展项目。目前，法律学院设

有5个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及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西

部政法干警班、校内辅修法学班，涵盖法学全日制本科生、双学位、专升本、研究生

和留学生。

  入驻“崇法楼”的还有知识产权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知识产权学院于2003年11月

成立，现招收知识产权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知识产权专业为上海市

教委重点学科。学院专职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另有十多位兼职教授分布于知识产权领域

的各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及相关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华政原政治理

论部，成立于1985年。2013年8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目前，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

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5个二级硕士点。

  刑事法学院入驻的、体量稍小的大楼被命名为“尚杰楼”，表示崇尚英杰的信念。刑事法学

院以刑法、刑诉和刑事侦查专业以及公安、边防检查、司法鉴定等专业为主，与法律学院中的

法理、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和民法等专业不同，需要有很多的实验室。所以，“尚杰楼”里只

有刑事法学院一家入驻。刑事法学院是华政的传统院系之一，1979年复校时就有刑事侦查

教研室，1985年建成犯罪学系，1995年改为刑事司法学系，2003年升格为刑事司法学院。

2020年，刑法和刑诉两个专业也被安排进入了刑事法学院。现有刑法、刑诉、侦查学、治

安学、边防管理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6个本科专业。2006年，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被

聘为该院名誉院长、兼职教授。

  由商学院、外语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等学院入驻的、体量较大的大楼被

命名为“集英楼”，表示英才荟萃之地。商学院虽然教师不是最多的，但学生

数量在全校二级学院中却是最多的。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11月，具有较强

的师资力量，设有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和工商管理

5个专业。

  入驻“集英楼”的外语学院是由1979年复校时的外语教研室发展而

来的，1994年设立英语专业，2003年成立外语学院。现拥有一支强大的

师资队伍，教师专业涵盖英、日、德、法、俄5个语种。外语学院注重学

科建设，现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英语语言文学和

日语语言文学4个学科，其中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法律语

言学)和(法律)翻译学为校级重点学科。这些学科的法律语言与

翻译研究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立项60多项。学院重视

本科专业教学，“涉外法律方向外语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获2009年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设置了

《法律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多门上海市教委重点

课程，校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十几门。3个本科专

业的学生均可在第二学年申请修读第二专业。第二

专业包括法学、金融学等学科。

  （《华政的故事（八十七）》详见《法治日报》

2021年4月13日9版）

《合宪性审查制度资料汇编》

  内容简介：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借鉴人类

法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尤其是域外一些

较早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国家的立法。然

而，相当一部分具有借鉴价值的合宪性审查制

度资料，要么没有被翻译，要么虽然已被翻译但长

期没有更新。

  鉴于此，本书选择翻译了10个国家的合宪性审查

法律，旨在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完善进行一些基础

性的资料建设。其中大多数是与我国一样采取集中型合宪

性审查制度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

韩国等。也有与我国一样采取由最高代议机关决定最终的合

宪性审查结果的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其中很多国家的

合宪性审查法律是首次有中译本，如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南

非等；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是最新的中译本，如奥地利、德国、法国、

韩国等。

  作为对比，本书最后还收录了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一些法律规定，以

供读者参考。

  《合宪性审查制度资料汇

编》作者王锴、王理万，法律出

版社出版。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图为崇法楼建筑模型

   图为尚杰楼正门实景图（刑事法学院入驻）        薛建林 摄   图为集英楼建筑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