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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举办基层司法
行政机关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班

法界动态

□ 郝铁川

  笔者始终认为韩非的“法治”学说与今日法

治理论没有什么相通之处。最主要的理据是：韩

非的法治学说是“法（制）、术（权术）、势（势力）”

三位一体的理论，“法”需要臣民遵守，而“术”（权

术）和“势”（权势）则为君主所独有，臣民在君主

面前不能有什么权术和权势。这就留下了法治的

一个短板：君主可以借助“术”“势”破坏法律的实

施；而现代法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尤

其是注重“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和管住“关

键的少数人”的法治。因此，韩非的法治学说本质

上是人治理论，它缺乏一定的民主制度作为基

础，这是它和现代法治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个“押司”，大体属于书

写文书的人员（吏）。古代吏这一层次不是科举出

身，优点是比那些科举出身的官了解实务，操作

能力强，缺点是较为缺乏理想气节。对《水浒传》

中的宋江，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但

从法治的角度评价宋江的文章比较少见。笔者觉

得，宋江虽然多处强调遵守“朝廷法度”，但综合

分析，他强调法度实际上是在玩弄权术，是韩非

那套“法、术、势”相结合的人治手法，根本不是真

心遵守法律。

  第一，宋江多次滥杀无辜。例如，宋江为了得

到扈家庄的财产，背信弃义，在扈家庄已经投降的

前提下，指使李逵将扈三娘全家男女老少杀害。活

下来的只有被俘的扈三娘和她的哥哥扈成。后者

逃脱后投奔了延安府做了一名军官武将。

  再如，宋江滥杀黄文炳的家人老小。黄文炳

揭发宋江题反诗，揭穿宋江装疯卖傻以躲避逮捕

和戴宗制造假文件，若从为国尽忠的角度来看，

黄文炳与宋江并无私仇，全为公恨。就算黄文炳

得罪了宋江，杀他一人足矣，但宋江居然将他“一

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在杀

了黄文炳全家之后还不解恨，又让手下兄弟一片

片活剐了黄文炳的肉来烧烤下酒。

  还如，宋江杀李逵。宋江饮了高俅等奸臣送

来的毒酒中毒后，担心李逵起兵造反复仇，便让

李逵也饮下毒酒。李逵喝了毒酒以后，知道自己

即将死去，于是哭着对宋江说：“罢了，生前服侍

哥哥，死了以后也只是哥哥手下的一个小鬼。”由

此不仅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义之情，也道出

了宋江为人残忍的本性。

  《水浒传》中也有宋江要求梁山兵马不要滥

杀民众的记载，但那都是在玩弄权术，该杀谁，不

该杀谁，宋江不是根据其是否有罪，而是围绕他

个人的政治需求来决定。

  第二，宋江多次以违法手段骗人、胁迫人上梁

山。例如，宋江先是安排人化装官兵去捉拿李应，

然后再亲自从假官兵手中救出李应，李应还是不

肯上山，宋江就骗他说只邀请他上山玩一玩。与此

同时，却派人去烧了李应的家，并将李应全部家人

绑架到梁山，使李应不得不背叛政府和法律。

  朱仝因为私自放走了雷横，吃了官司，被发

配到沧州牢城。可沧州知府“见朱仝一表非俗”，

心中喜欢，就不让朱仝去坐牢了，“留在本府听候

使唤”。更巧的是，知府的小儿子喜欢朱仝，只要

朱仝抱他。宋江、吴用为了胁迫朱仝上梁山，让李

逵把那无辜的小孩子杀了，朱仝要和李逵拼命，

一直追赶着到了柴进庄上。经过柴进一番说和，

朱仝也就不得不上梁山了。

  安道全是建康府人士，和梁山相距千里，和

宋江扯不上什么关系。没想到宋江攻打北京城不

利，还得了重病，非得安道全这个“地灵星”治疗

不可。于是派张顺去请他，安道全此时在恋着妓

女李巧奴。安道全和李巧奴说了要随张顺去一趟

山东。李巧奴“撒娇撒痴”，不愿意安道全走。张顺

就杀了李巧奴等人，还留下“杀人者安道全也”的

血字，不由安道全不上梁山。

  双鞭呼延灼征讨梁山时，以连环甲马冲阵，

使得梁山军队陷入苦战。汤隆提出用钩镰枪可破

连环甲马，并推荐徐宁，并建议用徐宁爱逾性命

的家传之宝“雁翎圈金甲”诱其上山。军师吴用便

让鼓上蚤时迁前去盗取宝甲。时迁潜入徐宁家

中，将宝甲盗出，而后汤隆又以探亲的名义前去

拜访徐宁。徐宁在宝甲被盗后，一直愁眉不展，在

汤隆的询问下告知此事。汤隆假称曾在路上见过

盗甲人，将徐宁骗出东京，一直追到山东境内，并

在乐和的配合下，用蒙汗药将徐宁迷倒，连夜送

上梁山。徐宁被骗上梁山后，宋江让汤隆和戴宗

前往东京，接取徐宁家眷。汤隆身穿圈金甲，冒用

徐宁之名，在途中劫取财货。徐宁醒后，见退路断

绝，只得留在梁山。

  宋江、花荣捉到秦明，想拉其入伙，无奈秦明

不愿背叛朝廷，宁死不屈。宋江、花荣为了断其后

路，强留秦明一宿。然后找了一个士兵，穿上秦明

的衣甲、头盔，骑上秦明的马，装扮成秦明的模样，

去攻打青州城，将城外几百户老百姓尽皆杀害，并

把这些老百姓的房屋放火烧成一片瓦砾。知府不

明真相，迁怒于秦明，于是将其妻儿老小杀害。秦

明有家难归，无路可走，最后只得入伙。宋江、花荣

设此计策实在有点太歹毒，不仅使秦明家破人亡，

而且使青州城外几百户老百姓无辜遭殃。

  第三，宋江对象征“朝廷法度”的枷锁，想戴

就戴，不想戴就不戴。宋江被发配江州，路过梁

山，花荣看到宋江颈上戴着枷，便说道：“如何不

与兄长开了枷？”宋回答：“贤弟，是甚么话！此是

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但若是依着国家法度，

这枷宋江是要一直戴到江州牢城营的。但是到

了揭阳岭上，宋江喝下掺有蒙汗药的酒，李立在

救他的时候就私自将枷开了，宋江醒来接连过

了好几日，直到要离开的时候才再次把枷戴上。

在这期间，宋江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重申法度。

到了穆弘家里休息的时候，解差主动提出让宋江

把枷拆了：“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

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说得是。”当时

去了行枷。从这往后，但凡是人少的地方，宋江的

枷都不在脖子上而是在手里，搞笑的是在穆家逃

命之际，宋江还不忘自己提着枷逃跑。在浔阳江

上，张横正是看到宋江虽是犯人却不戴行枷，才

判定他是一个坏人。直至江州，宋江才再次戴上

枷，此时的行枷上面的封皮已经不见了。宋江在

乎的并不是“国家法度”，枷的戴与不戴是宋江权

诈的表现。所以金圣叹在“说得是”这段文字中作

了这样的批注：闲中无端出此一笔，与前山泊对

看，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也。写宋江答公人，偏不

答别句，偏答出此三字，便显出前文“国家法度”

之语之诈。

  武松为兄报仇，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之后，

尚且敢于到衙门去自首服罪。而宋江杀了阎婆惜

后，不仅不去自首，溜之乎也，而且救他的牛二为

他吃了官司，发配他乡，也始终未见讲义气的宋

江前去营救。宋江的法律意识不如武松，所谓讲

义气，也是因人而异。

□ 李玉基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

  在校园里不时碰到2021级的新同学在给家

人打电话，欣喜地诉说这段时间的新经历、新体

验，让远在家乡的父母亲友放心，我很欣慰，因为

你们迈出了成长中坚实的第一步。作为你们的师

长，不免想念叨几句，就用三句话为你们即将开

始的大学生活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即使今后遇

到困难或身处逆境，你不妨从容地拿出来，用它

勉励自己。

  第一句，“志存高远有山海，不负韶华知且

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望历史，

一批批觉醒青年用自己的青春奏响了浩气长存的

爱国主义壮歌，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中共一大

召开时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当初谁也不

曾料想，这个青春的政党将会给经历半个多世纪

屈辱的中国人民带来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欣欣向

荣的新中国。他们中的年轻人立大志、明大德、担

大任，不惜生命与热血，陈延年壮别人生、宁死不

跪，陈乔年受尽酷刑、从容赴死。他们就义之时，也

是韶华正好的年龄，而面对民族大义，却能自请长

缨，奋起反抗。觉醒青年们用青春和热血激活了觉

醒年代和伟大民族，他们被历史铭记，为人民所称

赞。而现在，我更愿意把在座的你们叫作复兴青

年。青春号角正在吹响，你们年轻的身影，不能只

知“守望先锋”，而应当让自己成为勇立时代潮头

的改革先锋；不能只想“王者荣耀”，而应当做自己

的王者，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增添荣耀。校训“崇

德明法、弘毅致公”中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崇德，有

志青年都应该把追求“小我”价值融入实现“大我”

梦想中，我们的学子在科技创新、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乡村振兴的场景中都激扬着甘法大人的青

春风采。所以，只有德才兼备，才能知行合一，只有

握好青春之笔，才能绘写熠熠年华。

  第二句，“少年意气强不羁，展露芳华争朝

夕”。虽然每个人都有千姿百态的奋斗经历，但正

是由于你的努力进取，最终让自己的大学梦照进

了现实。我们如果把人一生中学习、工作的时间设

定为60年，那大家在20岁步入象牙塔，则还剩下40

年的时光，而即将开始的大学4年，占据了这40年

的十分之一，这正是需要你珍惜青春、砥砺奋进的

4年，正是需要你勇攀高峰、增长才干的4年，而如

果想成为一个响应时代号召，勇担历史使命的向

上青年则需要全面发展。所以，切不可考试前争当

“临时抱佛脚协会会长”，如果“上课摸鱼，下课

timi”，到期末你就得靠“鸡汤续命，锦鲤保佑”。研

究生同学，不要把“DDL当作第一生产力”，在科学

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主动和老师沟通，更要积极

学习和思考，不然，当你今天踏上“写论文磨洋工

大师”的速成之路，明天交到老师手里的文章会成

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你在清晨和

深夜挑灯翻书的样子很美，是你的学识让你更加

鲜活生动，更理直气壮。你们正处芳华岁月的“赛

博时代”，大学才是你奋起直追的起点，正所谓青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希望你们传承“崇尚法治，

艰苦奋斗，默默奉献，自强不息”的甘法大精神，相

信经过这四年的历练，你一定会成长为披荆斩棘

的哥哥和乘风破浪的姐姐。

  第三句，“星光不负赶路人，洗尽铅华始见

金”。来到大学，就要学会沉下心来打磨自己，这

里有很多有趣的灵魂，也有包容一切创意的环

境，你完全可以在新世界创造你的小天地。生活

中不只学习，你也要试着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情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兴趣点，希望你在大学四年

坚持培养一种受用一生的爱好，懂得什么是美，

如何欣赏美。当然，有一段甜甜的校园恋情未尝

不可，你总要尝试着点亮自己全身的闪光点，为

那个你心仪的人儿照亮每一条将要牵手走过的

校园小路。记得把闪光点留下，还能为学校省点

电费。不过，在发光发电之前，你也要做好长期

“单身吃粮”的思想准备。即便遇到挫折，心情不

好时，也别总是“网抑云”，记得“格局打开”，找身

边的老师、同学、朋友聊聊天，这里一定会有让你

称之为105℃的人和事，毕竟你们经常“为爱发

电”。只有懂得生活和学业中的一张一弛，在健康

体魄的护佑下，你才能真正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你们可以带着年轻的梦

想和蓬勃的活力全面发展，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进

行社交和学习，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才华技能，

记录自己关于生活的探索和思考，结交来自五湖

四海志趣相投的朋友，不要吝惜你的掌声，别忘

了随时为你身边的楷模“一键三连”。希望你们在

这里留下自己青春时代最为闪亮的瞬间。习惯用

“弹幕护体”的你们完全有资格向这个令人振奋

的时代宣告：青春正好，我们正年轻！

  （文章为作者在甘肃政法大学2021级新生开

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把握生命中最珍贵的年华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2021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法学会培训

中心在北京举办“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班暨

临沂市司法行政系统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培训班的特色是面向

市、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第一课，并贯穿所有的专业课授课。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司法部原党组成员甘藏春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司法部

相关司局为培训班授课。

  该培训班第一课由《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习近平法治思想

研究中心专职专家黄文艺领学，全面系统讲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

成发展、重大意义、核心要义、鲜明特色，并结合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进行解读。培训班还就贯彻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创新规范行政执法、

中国特色行政复议制度的理论与实务、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的法律适

用等展开学习研讨。

  据悉，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致力于服务基层法治工作专门队

伍、法律服务队伍，量身打造系列基层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班，

推动基层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

实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向深入。

□ 胡建淼

  在美国历史上，是否应当禁酒，一直是争论

的焦点。

  19世纪中期，啤酒、烈性酒消费量猛增，纽

约、旧金山等地每200户居民就有一家酒馆。可

后来风向一转，“禁酒”呼声高涨。1869年，全国禁

酒改良党成立，开展禁酒宣传。3年后该党还推

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在“禁酒不仅是个人道

德问题，而且是维护清教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支

撑下，基督教妇女禁酒会、反酒馆联盟等团体应

运而生。

  20世纪初，在法学家、社会学家眼里，酒是犯

罪和贫穷的根源，甚至称之为“魔鬼的甜酒”。南

方当权者说酒精会酿成暴行，使黑人更具危险

性。工场主则将禁酒视为减少工伤事故的手段。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禁止酒类输

入已禁酒的各州。到1916年，已经有19个州禁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会又以“经济、效率和道

德”为由，禁止制造和售卖烈性酒。

  1917年12月18日，美国提出了宪法第十八修

正案，并于1919年1月16日获得国会批准。美国宪

法第十八修正案规定：“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

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

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

管辖的所有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一个

称为“沃尔斯特”（Volstead Act)的禁酒法案。根

据“沃尔斯特”法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

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犯罪。

自己在家喝酒不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

宴犯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1920年1月17日零时，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

禁酒法案正式生效。

  在禁酒法案生效的前一天，道路上的运酒车

络绎不绝，人们都抢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

了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都聚在家里或其

他公众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告别酒会”。一

位参议员在晚餐会上举杯说：“今天晚上是美国

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产生共鸣并

引来了阵阵掌声。

  从一开始就表明，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法

案。固然，该法案实施没有多久，美国就出现了大

规模的违反禁酒令的活动。一方面，私酒贩子成

为一种职业，因为非法贸易会带来暴利；另一方

面，政府对此现象严加惩处，导致1920年至1932年

间，75万人因违反禁酒法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

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社会矛盾激

化。私酒贩子买通警察或结成帮派，采用威胁、暴

力甚至谋杀方式，大有“邪能抗正”之势。到最后，

政府也开始怀疑“以暴治暴”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1933年，联邦国会被迫通过宪法第二十一

修正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现予

废除。”第十八修正案成为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大

丑闻，当美国人撰写宪法史时几乎没有人再提

到它。

  其实，在美国，关于是否应当“禁酒”，如同是

否应当“禁枪”一样，不能脱离历史背景作评论。

支持者或反对者，很难说谁对谁错，各自都可找

到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1920年推出“禁酒

令”，是在早期“清教徒”的教旨主义和妇女们刚

刚获得选举权（而她们大多反对男人酗酒）的背

景下发生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酗酒会增加犯

罪和工伤事故。1933年取消“禁酒令”，是在经过

13年的经历，人们看到了酒品“禁而不止”、黑市

泛滥、国库受损（原来酒品的税收约5亿美元一

年)，特别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全国上下

惶恐，美国人希望重启的酿酒业、售酒业能刺激

深陷危机中的经济，使之早日复苏。此时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把“开放酒禁”

作为其竞选纲领之一，顺应民心，获得了美国民

众的支持。人们对“禁酒”的态度也确是“此一时

与彼一时”。但如果我们说，1920年颁布“禁酒令”

是正确的，13年后取消“禁酒令”也是正确的，这

样的评价恰恰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美国的“禁酒令”是失败的。它对我们

的启示是：

  第一，当年美国推行“禁酒令”，主要为追求

降低“酗酒”犯罪率，但考虑执法成本、国家经济

等因素不够充分，对这一政策的得失没有作全

面衡量。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推行一种新政策，

一定要作全面衡量和全面评估，不能以点概面。

应当考虑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和人们

的接受程度，还要考虑追求目标与执法成本之

间的平衡。

  第二，当年美国推行“禁酒令”，显然是把

“酒”与“酗酒”混淆了。事实上不是“酒”导致犯

罪，而是“酗酒”导致犯罪。所以，要禁止和打击

的是因“酗酒”导致的“犯罪”，而不是“酒”本身。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加大对因“酗酒”导致“犯

罪”的惩罚力度，而不是“禁酒”。这对我们的启

示是：酒是好的，但有人将它喝醉了。这时，我们

要惩罚的是“酗酒”，而不是酒。正如有人驾车撞

人，我们要禁止和打击的是肇事行为及肇事者，

而不是车辆本身。

  第三，如果当年美国推行的是“限酒令”，而

不是“禁酒令”，可能结果不会走向反面。如果通

过“限酒令”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其他人在

工作时间不得饮酒，限制每人一次性购酒量等，

而不是全面无条件地“禁酒”，可能反弹就不会

如此强烈。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凡事不能“过

极”，要掌握分寸。

  第四，美国实施“禁酒令”的13年间，这一法

令很难落地，反弹很大。“禁酒令”的实施，没能

如预期一样，实现美国人道德情操的净化；市场

上没有合法的酒类出售，秘密酒馆取代了合法

酒馆，酒的走私活动由于获益甚丰，日渐猖獗；

国家执法成本增加，最后不得不取消法令，自己

打自己的嘴巴。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能制定无

法实施的法律。只要存在强烈反弹的现象，一定

是有原因的，必须找准原因，对症下药。

  第五，美国“禁酒令”实施后的1920年至1932

年间，75万人因违反禁酒法而被捕，罚款总额超

过7500万美元，没收财产2.05亿美元，违反禁酒法

的犯罪人数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酗酒”犯罪人数。

社会矛盾激化，把更多的人推向社会对立面。这

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一项新政策出现“付出”多

于“得到”，目标与成本倒置时，一定得慎行。

美国禁酒令失败的启示
要打击“酗酒”而不是打击“酒”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21年会暨

202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在太原举行

  本报讯 记者马超 近日，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会和山西大学主办，山西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2021年会暨202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在山西太

原召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吕忠梅教授，山西省法学会会长左世忠，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

任委员赵建平，山西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郭玉玺，水利

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晓静，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邓一峰，山西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臧运峰等出席开

幕式。

  吕忠梅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

围绕黄河流域立法的重点问题开展学术研讨。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

2021年年会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黄洁 由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承办，京东

集团协办的“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于10月

16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数字中国建设与网络信息法治

新机遇”。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发表讲话，中央网

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华清，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负责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汉华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兼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未来法治研究院院长王轶教授，京

东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首席合规官何成锋先后致辞。开幕式由中国

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

教授主持。

  姜伟指出，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本次年会以数字中国建

设与网络信息法治新机遇为主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强调，

数字法治建设首先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不断完善数字法治体系，其次要适应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

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数字法学理论创新，同时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探索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保障的数字正义机制。

法法学学洞洞见见

学学者者之之语语

┩┩おおししたた

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金融犯罪

与财产犯罪辩护高级研修班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共同主办的“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辩护高级研修班”

在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70位律师学员参加了学习。清华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程啸教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刑事辩护律师

钱列阳，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敏等出席开班典礼，法学院培训

中心金承燕主持开班典礼。

  程啸指出，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辩护高级研修班是清华大学法

学院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以“教育服务于社会”的

办学宗旨为指导，以培养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刑事辩护人才为目的

而举办的。研修班邀请了著名的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授课，课程内容前

沿、丰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