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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辑《茶座》中，陈卫东《重提“权利的缺陷”》一文解释了为什么在刑事诉讼中尤其重视保护被
告人的合法权利，刘武俊的《审视司法与传媒的冲突》一文分析了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辩证关系，
杨涛的《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的一次博弈》讨论了专家话语与大众民意之间的矛盾与相互影响，而王
新欣的一篇《谈对专家论证会的一点看法》则直面“刘涌案”中的焦点问题，全面分析了专家论证会
的利弊，并就如何发挥专家论证会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位“茶客”并未拘泥于“刘涌案”本身，而是从更高的法治层次展开讨论，虽
是高屋建瓴，却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这充分体现了《法学家茶座》的追求：让法学走出超凡脱俗
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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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是两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命题：天地是自然的基本形态，良心是人的特有属性。
但如果说起来或者听上去，却往往是两种滋味：央视赵忠祥大叔说到人与自然时充满了祥和与温情，
娓娓道来，绕梁三日；可要是谁把话说到了天地良心这份上，恐怕和指日为誓相去不远了，甚或有悲
愤绝望之情。
古人曾说过，人痛极之时往往喊娘，悲极之时则往往呼天，像屈原的《天问》、宋人的“天意从来高
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均可归于此列，据说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当年被日本人逼急了时，也曾手书
“天地良心”，竟成绝笔。
　　　说到人与自然，就从“茶座”上的茶说起吧。
前年我在红山军马场(已被辟为旅游区)喝过一种金莲花茶，甜酸苦涩难解个中味，场长说起此茶时满
脸也是这个味儿：此花曾是此地的一景，盛开时节遍地金黄，看一眼也让人如饮甘醪；以前人们偶以
此花为茶，多少带点趋风附雅之意，现在采花竟成了产业，场里许多职工成了卖花姑娘，单听这称呼
就够让人辛酸的；更要命的是眼下金莲花正遭灭顶之灾，这花让人祸害得竟也像舟山的黄花鱼那样早
熟且个体小型化，瑟瑟地躲在篙草下不敢见人，你说它活得苦不苦。
游客们或是香车靓女，或是玉女金童，无不衣冠鲜亮、意气勃发，不管是淑女鬓上还是壮士怀中，有
了此花装点，更是万种风情，倒是不采花者却有一种莫名的羞涩。
　　《镜花缘》中称嗜茶成癖者腹中会长出一种称为“荼”的怪物，其状如癞蛤蟆。
说到癞蛤蟆我又想起最近看的一本闲书——金受申老先生写的《老北京生活》。
旧时北京有一种采蟾酥的行当，应当是穷苦人的生计。
癞蛤蟆耳后有两个腺体，刮破腺体流出的分泌物即蟾酥。
这活计可比采金莲花难受得多，采蟾酥者于污泥浊水中千辛万苦捉到癞蛤蟆，但如果他发现其中一个
腺体已被人采过，绝不再采另一个腺体，虽然他的工作效率可能降低一倍，但癞蛤蟆因此得活。
癞蛤蟆受刮酥之苦，权算是对人类这个万物之长做奉献吧，然而比起金莲花来癞蛤蟆要幸运得多，至
今仍蟾丁兴旺。
倒是近闻南方某地突然兴起吃癞蛤蟆，好在北京还没有跟着学，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当今世界要说环境保护，三岁小儿也能朗朗上口，人与自然的原理、定律、制度、规则，洋洋洒
洒，不一而足，但谁能为我解释金莲花现象和癞蛤蟆现象?因这两种东西都是地上之物，悲天悯物，且
试发几个“地问”。
　　　　一问，地兮，缘何利益机制失灵?尝阅涉及生存利益的环境保护最困难，经营利益次之，奢侈
利益最有利于环境保护。
例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老百姓冬天烧不起煤不得不砍树，为给小孩交学费而不得不搂发菜，在这种
情况下很难谈得上环境保护。
再看人家发达国家，丰衣足食，爱美、爱花之心顿生，环境保护才得到高度重视。
可我看到采金莲花或买金莲花的人大部分已够发达的了，金莲花为茶不饮也罢，入药可有可无，它给
人的利益纯粹是一种奢侈；而逮蛤蟆纯粹是生计使然，蟾酥的药用价值也远高于金莲花，与人的生存
利益攸关，为什么癞蛤蟆就可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手中刀下留命，采蟾酥者面对高一倍的利
润不为之所动，而金莲花却仅为博美人一笑、雅士一啜而惨遭茶毒?　　二问，地兮，缘何规范体系失
灵?尝闻社会规范按强制力由低至高排序为：一日道德，二日行政，三日法律。
我不知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有什么保护癞蛤蟆的行政措施，更遑论癞蛤蟆法，大约只有捕蟾者的道德使
然，而且这种道德是不受社会公众约束的，他一个人在那逮蛤蟆又没人看着，即使他杀了多少蛤蟆也
不会遭人指斥。
而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对金莲花的保护可强有力多了，据场长说当地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此花
好像也被列入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范围内，但金莲花还是难逃劫数。
怜香惜玉的道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采花者比起逮蛤蟆的可头有脸多了，但众目睽睽之下，却能安之
若素。
旧社会一个逮蛤蟆的，何德何能，其道德力量居然比我们今天的堂堂官府和恢恢法网更有效，岂非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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咄怪事。
　　三问，地兮，缘何环境意识失灵y尝闻环境意识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取决于社会进步程度，也
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文明程度。
都说越穷的地方越是不文明‘越是不文明环境意识越落后，环境保护也就越不力；反之，越是文明的
社会群体越是讲环保，例如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的环境保护相应的也是重点保护，是城市的环境保护，是市民的环境保护，是精英们的环境保护
，而不是万民的环境保护，最先步入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环境意识的理应是以私家车为标志的城市“
小资”族，而不是以逮癞蛤蟆为业的村夫草民，但为什么那些市民们的环保意识却远远低于癞蛤蟆族
呢?　　此外，什么权利交易的科斯定理、公地悲剧的哈丁定理以及我所见过的林林总总的环境保护定
理在这里都失灵了，如果有人让我解释金莲花现象和癞蛤蟆现象，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像刘宝瑞相
声中的那个黄半仙，面对皇上的发问，只能叫着自己的小名悲叹：“黄蛤蟆，你就死在这里吧。
”另一种选择是像张作霖那样，悲鸣一声“天地良心”，一切说不清道不明的道理都不讲了。
　　法律原则就是大道理，它可以管那些说不清楚的小道理。
有学者称诚信原则为帝王原则，要我说这个帝王原则也要服从天地良心。
不诚信依然可以有法治，依然是好帝王；例如美英打伊拉克，理由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总也
找不到，那对宝贝帝王有什么诚信可言，但他们可以说自己这样做是天地良心使然，对得起本国老少
爷们儿；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大跃进”浮夸风多离谱，那也不是诚信，老百姓跟着受了不少罪，但
还是像对待家父那样，对其天地良心毫不怀疑。
癞蛤蟆族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美德，再贫穷落后；也得信守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是国人信仰的最后一根支柱，否则说到它时人们不会那么悲壮；天地良心又是做人之本，没
有它什么环境保护、什么民主法治都是瞎掰。
然而这根多面体的支柱在环境保护这一面上似乎正在变朽，如果不信，你可以与外国比一比，与历史
比一比，我们立法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厉，但效率越来越差。
或有人日，你是茶喝多了喝出病了，一边吐“茶”去吧。
如果能证明我是瞎掰，那才真是去了我的一块心病。
　　大概是六七年前，某领导(也是研究员)多次呼吁年轻人多读几本书。
他说的读书不是“用书”——写文章、写书的时候找资料，从图书馆抱来一大推书，需要什么就抄点
什么，或是批评人家，或是赞同人家，各取所需——那不叫读书，而是用书。
读书，就是安心坐下来，不带功利地去学习、去钻研，获取真正的知识。
当时听听，也觉得正确，但并没有特别在意。
另外一位研究员在评论一位中年日本民法学者时，谦虚地坦承对方比自己的知识多。
当时没有感觉到其评论如何深刻，还顺口说了句“您比他有影响”(马屁耶，友好耶)。
　　这段时间有机会坐下来专心读点书，细细品那位领导的读书与用书之说，再回想一下中国教授与
日本教授的比较，好像明白了点道理：学问需要有灵气，但是仅仅有灵气是不够的，首先要有丰厚的
积累，要有知识，知识多了才可能有真知灼见。
否则，凭一点小聪明，依靠一些道听途说，是做不出来什么大学问的。
庄子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多一点比较　　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说：“X X X是国内某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
领先或前沿地位云云。
”有时候也听到别人这样恭维自己，心里感觉很好，窃喜之，甚至糟糕地溢于言表。
　　殊不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这是人家的奉承，并不一定真有那么回事；其次，还要看跟谁
比，如果跟一些与自己一样浮躁浅陋的入去比，纵使五十步强于一百步，那也是在浮躁浅陋之列。
虚荣、爱听吹捧，恐怕是人之天性。
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克服这样的毛病。
有些人有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回事，听到了吹捧，脸面上有点光，心里稍微美一会儿，倒不
是什么大的坏事。
更大的问题是以为自己真的有学问了!　　中国有个成语，叫“井底之蛙”，说的是没有见过世面、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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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浅的人。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给大家许多见世面的机会，我们可以见识人家是怎么做学问、人家读了多少书。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据说有的人不能完整地唱一支歌，这样的人恐怕是混不上歌唱家的；但是不
是也有人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却堂而皇之当上了教授、研究员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可怕的是，或者懒得与人家去比，或者不敢承认差距，或者来一点精神胜利法：尽管我不如他们有学
问，但是我比他们有思想，我比他们有名气，我比他们重要!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几十年法律虚无
，一转眼要搞依法治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容易出名，当然会很重要；而在一个13亿人
口的泱泱大国，又何愁没有“学术市场”呢?更何况大家都这么过的。
少一点浮躁　　其实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读书的时代，熟读四书五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入门标准。
只是后来搞偏了，作八股文，弄得一点创造性也没有。
这不一定能怪罪读书人：一定的政治氛围和经济条件决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搞“文字狱”、个人崇拜，只能造就知识分子的奴性，与读多少书没有直接的关系。
　　平心而论，今天的政治环境算得上是宽松的。
但是多数人不能安心读书，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经济环境：仿佛到处都有一夜之
间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还去下那份苦功夫读书干什么?还有，作为躁动和不安分基础的分配制度
：老老实实工作最多只能养家糊口；动点脑筋(或歪或正或灰色)，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经济建设主战场”里，到处都横流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铜臭味道，浮躁
的心要想安静下来读书不容易。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老这么浮躁，更不能大家都这么浮躁。
总要有些人少一点势利、少一点功利，坐下来认真读书。
否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佳人今何在　　大概是1991年春天，在北美读到中文报纸上的一则访问记。
娱记采访了当时走红的三级片明星叶X X的母亲。
记者问老太太怎么评价叶X X脱光衣服在娱乐圈全力拼搏，一口气连演了3部三级片。
老人家说：“X儿演技不够，只能靠色相来凑。
这次她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当然是件好事。
可不是嘛，叶X X17岁在香港选美封后，此后七八年了无作为，既没有在演艺界混出点名堂来，也没
有嫁个白马王子或亿万富翁。
到了二十五六岁，确实该着急了，剩下的本钱就是那尚未向每一个人公开展示的肌肤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不脱，过几年再脱就没有人看了。
”可喜可贺的是，这一脱即不可收，一连拍了3部三级片，一时间声名鹊起，当然也片酬丰厚。
　　差不多是十年前的故事，能记得叶x x和她的《我X我狂》的人恐怕不多了，因为脱星层出不穷、
三级片大同小异。
我之所以在这宁静的周六清早想起来她和它，倒不是因为一个人客居他乡太寂寞，而是叶X X现象与
我们学术界的功德有诸多相似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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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卷首语　　　　　　　　　　　　茶乘与法缘　　我最近读到一本书，名为《茶乘》。
开始我不解书名之意，待看了内容，才略有所悟。
按作者丁文先生所言，“茶乘”一词是由佛教的“大乘”演化而来，其意有三：第一，茶艺面向大众
，十分普及；第二，茶道包含了宗教文化的内涵；第三，茶道以儒、道、佛三教为皈依，犹如心灵的
宗教。
笔者虽不信奉佛教，但对其中的哲理还是颇感兴趣的。
佛教称解释教义深浅的等级为“乘”，取乘车运载之意。
“大乘佛教”高于“小乘佛教”，他指能够开启一切智(包括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并穷尽未来众生
化益之教法。
　　其实，法治也是一种心灵的追求，一种无神的信仰。
倘若一国之人信奉法律能够像信奉宗教那么虔诚，则法治必为该国之大成。
因此，法治的精神也需要灵魂的皈依，也需要在社会中传播与弘扬，而法学则应发挥在社会中“乘运
”法治精神的功能。
笔者无意划分“大乘法学”与“小乘法学”，但真正面向大众并能使众生皈依法治的著作才堪称“上
乘”。
　　据说，研习佛教，既需要执著和勤奋，也需要悟性和缘分，而且对于成就者来说后者更为重要。
笔者以为，研习法学其实也需要悟性和缘分。
曾经有人以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并立志做一名法学家，然后不懈努力而终有今
天的成就。
其实，我年轻时确曾有过很多梦想，包括当将军、当足球健将、当诗人作家等，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当
法学家，因为我那时尚不知法学为何物。
后来为姻缘而考取大学，更以随意的心态选择了法学。
今日看来，这只能算是一种缘分。
在今日的法学家中，恐怕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分才跨进法学的大门。
在此，我想郑重其事地向一切与法有缘者发出倡议；　　既然我辈与法结缘，那就要以法缘的名义，
携手并肩、齐心合力，将中国的法治进行到底!　　　　　　　　　　　　　　　　　　　　　　　　
　　　　　　　　何家弘　　　　　　　　　　　　　　　　　　　　　　　　　　　　　于北京世
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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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家茶座》虽然推出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已经在国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是“叫好
又叫座”。
这其中，既离不开众多作者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广大读者的一片厚爱。
《茶座》推出后，编辑部经常收到热心读者的来信，很多读者朋友给予《茶座》很高的评价，还有一
些读者朋友向我们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对于所有这些支持和关注《茶座》的朋友，我们始终心存感激：无论是您的鼓励还是鞭策，无论是您
的意见还是建议，都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办好《茶座》的巨大动力。
　　《社会学家茶座》是一本以社会学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学术论文著作。
以刊载论文为主，内容包罗万象。
汇集何家弘、梁治平、刘桂明、张明楷、孙笑侠、陈兴良、信春鹰等等一大批名流学者的美文佳作。
他们将所思所感述逐笔端，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内容丰富精彩，具有较高的知识性及可读性，是您极佳的学术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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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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