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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汇集了作者近两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有两篇曾收入早该出版但因出版社拖沓至今尚未出版的《阅读秩序》一书中。
文章大致分成三编。
 第一编主要是关注一些社会和法律的热点问题，诸如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婚姻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
改、送法下乡、科技与法律以及司法审查和制度形成的问题。
当然都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试图从一个角度切人进行学理的然而可能对社会实践有影响的
讨论。
第二编的文字是对于法学自身的反思。
最后一编的五篇是读书笔记和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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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
祖籍江苏，生于1955年愚人节。
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
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
1984年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2年回北大任教。
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道路通向城市》、《法律与文学》等独著，《法理学问
题》、《超越法律》、《无需法律的秩序》等译著，以及论文、书评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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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鉴于围绕戴安娜之死的社会心理，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公众对传媒的指责很容易过分（因此
，传媒并非无辜）。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传媒机构和传媒人士都以刺探戴安娜或其他名人的私隐为工作中心，骚扰戴安
娜的主要是一帮自由摄影师和小报记者。
大的传媒机构，即使有时也关心和报道了戴安娜的私隐，并在特定意义上参与了制造戴安娜的痛苦，
但它们一般并没用令人反感的方式获得有关信息，也不渲染，而是有自我约束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戴安娜死后，有记者试图向某大报高价出售戴安娜奄奄一息的照片，就被该报拒
绝；传媒界也有人对这几位狗仔记者行为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反思。
这都表明，就整体和就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人不一定比普通人更缺乏道德感和道义感；当然，这
也不意味或隐含着另一个判断：就整体和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道德感比普通人更高。
问题是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传媒；那样的传媒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传媒”这个词实体化之后
给人们的一个错觉。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报纸和小报有比较严格的区分，那些不择手段刺探和公布名人私隐的往往
只是小报。
一般说来，大报和电视台比较严肃，尽管有时也会有越界的或打擦边球的行为。
将这些不同的传媒机构或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范畴来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不能因为出了一个
希特勒，所有的德国人就都得对希特勒的罪行负责一样。
　　我还想指出，尽管在戴安娜身上，无孔不入、毫不留情的传媒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的痛苦
，因此也加剧了热爱她的公众的痛苦，但不也正是这个传媒，曾给她带来幸福和光彩，给热爱她的公
众带来满足和快慰？
！
而且，也恰恰是传媒无孔不入的能力和毫不留情的曝光也曾在另一些场合迫使另一些人，即使是非常
有权势的人，不得不行为有所收敛，甚至揭露出了不少违法、犯罪和不公的现象，公众由此获益。
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当戴安娜春风得意之际，我们甚至欢迎那喜好刨根挖底的传媒；
而当戴安娜陷入困境之刻，我们就要谴责那同样是穷追不舍的传媒？
凭什么传媒对“坏人坏事”应当追查到底，而对戴安娜这样的美人或好人就应当“镜”下或笔下留情
？
而在刺探到个人隐秘予以曝光之前，传媒又何以可能事先区分好人和坏人呢？
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公众的判断？
只要我们保持一种严格的逻辑，其结论必然是严酷的。
社会之所以容忍这种有时很过分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的选择。
而一旦社会做出了选择，形成了作为制度的新闻自由，传媒拥有了作为一种权利的新闻自由，就不可
能事先完全排除这种自由带来的某些压迫人的结果（又一个悖论），也不可能事先完全排除传媒界某
些人滥用这种权利。
如果要想彻底消除，除非是废除传媒的这种自由。
但是，我们愿意走那么远吗？
　　四　　即使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滥用了自由的小报或记者，我们也不应仅仅停留于“道德化”的谴
责。
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令人讨厌的记者和小报？
为什么在一个创造了“私隐”和“私隐权”概念的现代社会，会出现诸如戴安娜遭遇的那种侵犯私隐
的境况？
仅仅用某些人道德或职业道德的缺失无法解说。
甚至我们无法笼统地说这是市场竞争和新闻自由的产物。
新闻自由仅仅是一个概念，它并没有规定这种自由必定是戴安娜遭遇的那种自由；而市场需求也由一
个个具体的人的需求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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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问，是什么构成了这种状态的新闻自由，什么支撑了这一市场？
我并不认为那些小报是某些人“低下——卑俗”欲望的产物。
高尚与卑下读者群之区分也许是我们习惯的、简单的“善”、“恶”两分观念的产物。
在我看来，这种令人讨厌的小报的存在和繁荣与“人性”的某些未必真是弱点的弱点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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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读过这本书，别说自己是法学专业。
最懂中国的法律人，当代法学家苏力的经典之作，剖析中国制度的形成过程。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汇集了作者近两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有两篇曾收入早该出版但因出版社拖沓至今尚未出版的《阅读秩序》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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