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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法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书作者将近年来思考和记录关于中

国当下特别是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的法治问题及社会问题的点滴

想法，以随感录的方式结集成册。本书内容主要围绕作者参与民法

典的制定而展开，并借此宣传并阐释民法典重要制度及相关立法

精神。

  法治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随着我国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法治在保障我们幸福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越

来越有共识，国人普遍认识到，提升国人的幸福指数，一个重要

的内容就是要厉行法治。法治不仅仅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也保障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

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法治的精髓在于良法善治。而法

律能否成为良法，根本还在于其是否普遍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维护了人民的权益，增进了人民的福祉，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

平正义。

“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的应用

  《证据为王：“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的应用》以154个典型案例

讲透81个核心要点以及与证据相关的9大问题，为读者快速解决证

据相关的法律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全书将证明对象、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

证据法理论要素加以结构化，统一纳入“阶层式”判断体系之中。

结合刑事犯罪结构与犯罪态势的变化，提炼出9大疑难问题进行

研讨。选取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所载案例等，通过“基本案情”和“证据

分析”展现心证形成过程，为司法人员查明、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参

考借鉴。本书是法律实务人员查明案件真相、认定案件事实的优

质参考用书。

民法典怎样保护你的权利

  《民法典怎样保护你的权利：杨立新民法典讲堂》以“民法典

怎样保护你的权利”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选取

了十个主题进行论述。在宏观层面，就民法典保护民事权利的主

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在中观层面，按照民法典七编的逻辑顺序依

次对民法典如何保护权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微观层面，选取

了三个具体问题，从细微处着眼，对民法典具体规则的应用进行

了分析。

  民法典这部长达1260个条文的大法典，规定的都是民事主体

的民事权利，让每一个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民事生活中都

能够充分享有民事权利，全面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民事法律活

动，为自己获得更广泛的民事利益，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可以

说，民法典就是每一个民事主体，当然包括每一个自然人，享有民

事权利的“保护神”。

美国禁酒令的立与废之研究

  《最后一杯：美国禁酒令的立与废》是多年来研究美国禁酒

令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曾荣获2011年美国历史学会艾伯特·贝弗

里奇奖。禁酒令时期可谓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

葩”时期。美国素来以自由的立国精神而自豪，国民向来又有豪

饮传统，自19世纪中期开始掀起声势浩大的禁酒浪潮，经过长期

社会运动后，于1919年制定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禁酒。

  本书作者抽丝剥茧，为读者全方位展示了禁酒令设立和废

除的整个过程，深刻揭示了同时期的美国社会背景，以及包括禁

酒运动在内的诸多社会浪潮之间的“恩怨情仇”。在咆哮的1920

年代，无数时代弄潮儿乘着禁酒令大潮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不

同的领域书写了各自的传奇，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的史

诗大剧。

□ 桑本谦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相信发生的事情，只是你希望发生的事情；

你所坚持的立场，只是能给你带来好处的立场，或

误以为能给你带来好处的立场。你不相信发生的

事情，只是你厌恶发生的事情；你所拒绝的立场，

只是会给你带来坏处的立场，或误以为会给你带

来坏处的立场。你的渴望或厌恶都会操纵你的认

知，你不是在探索真相，而可能只是在寻找安慰。

  这种情形在认知心理学上被称为“期待偏

差”或“证实偏差”。然而，我却不清楚因渴望假象

和厌恶真相而产生的偏见有什么演化意义上的

利益，难道仅仅是因为它能提供虚假的安慰？肯

定不是。但若原因不在个体层面，那就很可能出

在群体层面。渴望和厌恶都会成为认知的动机或

探索的引擎，即使两者都会制造偏见，但只要不

同方向的偏见有机会相互对冲，那么偏见——— 当

然是多样性的偏见——— 仍会丰富乃至提升整个

群体的认知水平。

  在人类演化经历的漫长时间里，信息一直都

是十分匮乏的，生活世界里的信息就像人类食谱

中的糖。在制糖成为一个产业之前，我们的祖先

要想吃到一点糖是很不容易的，毕竟熟透的野果

和触手可及的蜂巢并不多见。但如今我们每天都

会摄取大量的糖，以致居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患

上了糖尿病。糖尿病反映的事实是，人类面对突

如其来的超量糖供应和过度糖摄取还没有做好

演化上的准备。

  那么，我们的心灵和头脑已经准备好应对一

个信息超载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了吗？

  要知道信息和真相不一定成正比，信息有真

假、有优劣，但真相只有一个，信息太多可能掩埋

真相，更别提还有些谣言、谎言或阴谋论扰乱视

听。我们不可能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不可能验

证每条信息的真伪。面对特定事件，我们很容易

遭遇一个信息很多但真相很少的处境。很多时

候，我们的认知仍是在赌博，但和以往不同，如今

无论我们把赌注押在哪一个立场，都很容易找到

支持自己立场的海量信息，而这意味着，我们可

能比我们的祖先更容易产生虚假的认知自信。往

浅里说，这是个社会学问题；往深里说，这还可能

是个生物学问题。

  我们当然有办法提高赌赢的概率，比如查看

信息的来源、评估撒谎的成本、推测信息发布者

的动机或分析信息背后的利益链条等。但更重要

的，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会

反思或换位思考，尝试从反对者或不同意见者的

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你们听说过“多样性预测定理”吗？这个术语

说的是一群人的预测能力不仅取决于这群人的

平均预测水平，而且取决于不同人的预测差异；

人际之间的预测差异越大，这群人的总体预测能

力就越强，因为有人高估、有人低估，不同方向的

预测误差就可以相互对冲。这个多少有点违反直

觉的道理可以用数学来证明，股市就是借助这个

原理成为反映经济形势的敏感信号的，所谓“钱

比人聪明”是说一群反差很大的人加在一起就比

绝大多数聪明人更聪明。

  你会经常转发只支持一种立场的帖子吗？你

只喜欢和自己见解相同的朋友交流或切磋吗？你

曾仅仅因为见解不同或立场不同就把某个朋友

拉黑或把某个微信公众号取关了吗？你加入某个

微信群的标准是和群友“三观相投”吗？你会下意

识地去寻求“抱团取暖”“英雄之所见略同”或“道

不同不相与谋”的感觉吗？如果每个问题都回答

“是”，那你就要警惕了，因为你头脑里的信息可

能在输入端就已丧失了多样性。

  没有人能未卜先知，面对复杂的事件和事

态，有时候我们需要走一步看一步。既然没把握

的认知类似于赌博，那么必要时你也许应该把赌

注押在不同的立场上。古人说：“对青天而惧，闻

雷霆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不疑。”这就是要

为自己的认知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甚至要拥有

和时代潮流对赌的勇气。尽管我们的大脑通常容

不下两个对立的观念，但还是要设法为相反的可

能性保持开放的姿态，必要时还应该为可能发生

的认知反转随时做好准备。

  我讲的这番道理并不高深，不过是些常识而

已。但常识也拥有惊人的力量，我在课堂上就展

示过很多复杂的专业问题是怎样一步步依靠常

识来拆解的。校园外面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里

有更艰巨的挑战等你去回应，有更复杂的问题等

你去解决。面对生活世界中的一团乱麻，很少需

要你出奇制胜或妙手回春，更多需要的仍是尊重

常识。尊重常识不能保证你不犯错误，但可以把

错误压缩到合理的区间，这就足以让你做个了不

起的人生赢家了。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2022届

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做个了不起的人生赢家

□ 方新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社会不在别处，社会就在他人的眼光里。当

你和他人交往时，他人将你作为一个应该能够自

食其力的人对待时，你就真正走上了社会。因此，

当你们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街道还是那条街

道、大楼还是那栋大楼，唯一变化的就是他人看

待你的眼光。

  当我们真正走上社会以后，无论愿意，还

是不愿意，我们的快乐、压力，甚至痛苦都很难

逃离他人的眼光。让-保罗·萨特说过一句触目

惊心的话：“他人就是地狱。”尽管为了降低这

句话的视觉冲击力，萨特特别说明这句话的意

思：不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

的，而是说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

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

以经常被扭曲，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主观性

林立”的世界里，人就得在这个世界里决定自

己是什么和他人是什么。

  既然他人的眼光如此折磨人，我们就不能置

他人的眼光于不顾，活出一个率真的自我吗？叔

本华指出，人性中有一个特殊弱点，即特别重视

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但是对于人的真正幸福

而言，他人的看法更多的是起阻碍作用。因此，应

该尽可能克制对他人意见的过度感受，否则我们

就会成为他人意见的奴隶。

  叔本华在谈到人在社会中生存为什么特别

注重名誉时指出，一个人只要还没有完全堕落就

会有名誉感和羞耻感。所谓名誉，客观上就是他

人对我们价值的评价；主观上就是我们对这种评

价的畏惧。一个人只要认识到在社会上和他人合

作的重要性，就会开始追求他人的有利评价，并

对之加以重视。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合作者，一

个人必须完成他所在的特殊位置上，他人要求和

期望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

人才认识到，这些事情不是完全因他自身的东西

而定，而是视他人的评论而定。如此睿智、如此坚

毅的叔本华都无法逃脱他人眼光的煎熬，我们该

怎么办呢？坦率地说，我也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

好办法。只要我们还必须走上社会去讨生活，就

必须学会和他人友好相处，并且正确地对待他人

的眼光。

  为了避免成为他人的地狱，我们应该做一个

尽可能宽容的人。我们害怕面对他人挑剔的眼

光，他人也害怕面对我们挑剔的眼光，对于他人

而言，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他人。如果说在传

统社会中唾沫星子已经可以淹死人，那么在现代

的陌生人社会中，由于网络科技的发达，躲在电

脑背后的人已经没有和他人眼光直接相对的压

力，言论更加肆无忌惮，恶毒的眼光通过键盘瞬

间就可以形成一场“唾沫星子”的海啸。如果我们

不想被他人恶毒的眼光伤害，那么我们也不要用

恶毒的眼光去评判他人。

  为了承受他人眼光的煎熬，我们应该尽最大

努力成为一个能够有点骄傲的人。在中文里，

骄傲这个词似乎是个贬义词，但是我更愿意将

这个词作为中性词使用。在英文里，骄傲和自

豪是同一个词，而傲慢和自大是同一个词。骄

傲的人自尊，因为骄傲是由内而发，是对自我

的高度评价。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突出优点和

独特价值抱有坚定而不可动摇的信心，才能做

到真正的骄傲。一个人能够有点骄傲的资本不

容易，这也是一个人能够抵御他人眼光的最强

大武器。如果这个资本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

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把你努力取得的骄傲

献给你自己。”如果骄傲的资本是虚幻的，那么

这种骄傲就不是真正的骄傲，而是自大。我们

只要看一看各类贪官污吏出事前后的表现就

不难明了两者的区别。出事之前耀武扬威，不

能说不骄傲；出事之后，要么痛哭流涕，要么一

夜白头，很大一部分人甚至都坚持不到刑满释

放。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原先赖以骄傲的资本是

虚幻的，一旦出事，他的整个社会自我就完全

崩塌了。

  为了正确对待社会自我的落差，我们应该努

力成为一个能够坦率承认自己不足的人。只要资

源存在稀缺，走上社会的我们就必然会面对各种

类型的竞争，有竞争就会有输赢。无论我们通过

自身的努力获得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永远会有

更加优秀的人让我们尝到失败的苦涩滋味。失败

并不可怕，适当的嫉妒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

不能将自己的失败转化为对赢者的怨恨，或者将

我们的失败转化为对外部环境的单纯抱怨。一个

人只有能够坦诚地面对自身的不足，才有可能发

自真心地赞美他人。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

失败也是有原因的，只要自己努力过了，就坦然

接受自己的不足吧。衷心地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

后，能够成为一个宽容的人、一个能够有点骄傲

的人、一个能够坦然面对自身不足的人、一个能

够从容应对他人眼光的人。

  （文章为作者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22届

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走上社会意味着什么

  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校舍建成后，全校师

生从北京大学旧址沙滩校区搬到学院路41号。在

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从校领导到教师和学生，用

自己的劳动逐步完善和美化了这个新校园。其

中，1959年建成的“小滇池”，同样凝聚着学院师

生辛勤劳动的汗水。

  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由

于当时宾馆不多，从云南来北京参加全运会的昆

明部队运动员被安排在北京政法学院驻扎。为了

表示感谢，他们决定利用训练之余的时间帮学校

挖一个人工湖。

  1959年3月23日，全院师生举行挖建人工湖

誓师大会，和解放军一起，在教学楼以西、联合楼

以南的一片空地上开始了劳动。在学校的安排

下，全校的同学都排好班轮流劳动。一部分同学

和解放军一起在空地上挖坑，挖出来的土则堆到

湖的中央，形成一个湖心岛。另外一部分同学则

排着队到新街口豁口拉老城墙的墙砖。这个时

候，为了修建地铁，北京城剩下的老城墙也被陆

续拆除。拆除的办法是动员机关单位和市民义务

劳动，并把拆下来的墙砖拉走。同学们走路来到

新街口豁口，将扒下来的墙砖装上解放军昆明部

队的卡车，拉回学校，砌成人工湖的边墙。

  在那个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的同学们参加的

劳动多不胜数，中央确定政法教育的目标是培养

“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懂得阶级斗争知识，体魄健

全，有文化，能劳动的政法工作者”，劳动已经成

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修建“小滇

池”的劳动真可谓是小菜一碟。在全院师生和解

放军的共同努力下，“小滇池”很快就建好了。由

于这些解放军来自昆明，就把这个人工湖命名为

“小滇池”。

  那么，既然是一个人工湖，水又从哪里来呢？

那时候学校里面有一口机井，在如今“法治天下”

碑的位置。这口井是学校自来水的来源，供应着

全院师生的生活用水。由于当时北京的地下水还

很充足，这口井的水也是又多又好，除了供应全

校师生的生活用水，还能给“小滇池”以及1965年

建成的游泳池蓄水。

  “小滇池”建成以后，又在岸边和湖心岛种上

了垂杨柳和木槿花。一时间，“小滇池”成为校园

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同学们在上课劳动之余

都喜欢在湖岸边看书聊天，在杨柳和木槿花之间

徘徊。冬天到来，待湖面结成了冰，还可以在上面

滑冰。

  那真是这个“袖珍大学”最美好的时光。那时

候，学校北门外种上了杨树，几幢宿舍楼之间栽

上了核桃树和枣树，教学楼两边都是桃树，在“小

滇池”和操场之间开辟出了一个桃园，教学楼和

“小滇池”之间则是核桃园，联合楼的北边还有一

个葡萄园，面积虽然不大，却给校园带来了勃勃

的生机。礼堂旁边的一大片地曾经是一个美丽的

花园，种上了种类繁多的花。假如遇上有些名贵

的品种开了花，还会广播告知全校，让大家去

观赏。

  春天的时候，繁花盛开，校园里到处都是花

的芬芳、鸟的鸣叫。徜徉于百花丛中，沐浴在明媚

的春光里，不出校门也可以踏春赏景。秋天到来，

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果树结出了果子：桃子、枣、葡

萄、核桃。坐在落叶飘飞的树下看书，神清气爽。

即使再饿再馋，也从来没有人去摘果子吃。到了

假期，学校人少，更是平添了一份静谧，为美丽的

校园带来另外一种风景。而“小滇池”周围的这一

片区域，绿树掩映，垂柳拂水，或临岸，或登岛，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风景这边独好，实在是美

不胜收。

  可惜的是，后来学校被解散，没有人来管理

“小滇池”，导致水源枯竭。曾经波光潋滟的“小滇

池”变成了一个大坑，长满杂草。夏天下雨积水之

后，甚至散发出阵阵恶臭。

  1986年，刚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原来“小滇

池”的位置上盖了学校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图书

馆。从此，“小滇池”从学院路41号的地图上消失了。

  （文章节选自《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

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滇池”畅想曲

法律文化

  图为1959年5月，北京政法学院人工湖动土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