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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送正义的方式》是一本论文集，由贺教授多年的研究成果组成。
文章多不长，然文章的思想含量是不以短长论的，贺教授的书就体现了这一点。
　　由具体问题着手，阐释其深刻的道理，并进而指出转变之道&mdash;&mdash;这是中国法治转型之
必须做的工作。
好在贺教授顶着压力与风险，一直在刻苦地进行着这样的研究。
试图有现代法律意识者，应该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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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卫方，生于1960年7月，山东省牟平县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法制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是我国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
著作包括《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余墨》、《具体法治》等。
曾参与策划或主持多套丛书，包括“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宪政译丛”、“司
法文丛”等。
另发表译著数种，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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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司法公正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复转军人进法院不进一个门，不是一家人统一司法考试的方法建立
统一的司法研修剑度司法公正的增长点法律职业化的难题司法智慧何处寻网上的司法智慧法官文化的
意义与课题大盖帽的意义从惊堂槌说到法庭威仪法袍、法槌之外法言法语的意义法庭上的“三国演义
”全能型衙门：传统及其影响柯克的故事法院的位置高俅诉林冲不独立，毋宁死法律诉讼与足球比赛
执行难又见执行难法官与大传媒传媒与司法二提以直报怨对电视直播庭审过程的异议司法的公开与共
正名人的名誉权官司善待官员诉讼费问题恶霸现象刑讯逼供为哪般?呼唤人性的复归谁之过?异哉所谓
检察官起立问题者    附  龙宗智：检察官该不该起立司法腐败何以维持?司法能为反腐败做什么?兰希海
案与法律程序恢复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司法改革检察制度改革的六个矛盾镂之金石的宪法话说禁放鞭炮
之法口惠而实不至的《国家赔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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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于是，我开始论证法院和医院或法官跟医生之间的可比性。
医生固然是人命关天，难道法官这种职业不是人命关天么？
差异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医生是把将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则经常是把个大活人往阎王那里送。
但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
我们古典社会便很注意防止处理案件的官员们“出入人罪”，什么是出入人罪？
正是指操生杀予夺权柄的官员们把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出生入死，上下其手。
人头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或如《封神演义》里申公豹先生的那颗脑袋，砍掉还可以再安装；昏
官或赃官错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呜呼之后，什么都完了。
平反昭雪之类，不过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书摘1    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司法改革除了体制方面的一些措施外，一些符号化的变化特别引入
注目：法官的服饰军警式制服改成了法袍；法官的席位上多了一个道具——法槌。
与此同时，许多法院盖起了壮观的大楼，审判以及办公环境正在不断改善，所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欣庆
的。
    有些人似乎对这类变化显得不以为然，最常见的质疑是：内在的东西不改变，单靠服饰道具的花样
翻新，司法公正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还有人对法院建筑的改善颇有微词。
沈阳中级法院的事件曝光后，我就在某家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指责法院出了那么大的的事情，楼却盖
得如此豪华，简直是岂有此理!    不过，仔细想来，这样的质疑和指责却是大可商榷的。
姑且不论其完全无视司法机构在这些年来为提升法官检察官素质、增进司法公正所作的种种努力，而
且也没有看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互动关系。
服饰道具的变化会产生双向的心理作用，它提醒当事人以及民众也提醒法官自己注意法官职业以及司
法程序的特殊性。
穿上了法袍，敲响了法槌，法官获得的不仅仅是尊荣感，而且它们也实实在在对司法行为形成了有效
的制约。
即以法袍论，它意味着法官的独立性，而军警式制服却在强化着法官的等级服从意识；穿上袍子的人
不大方便走街串巷，跋山涉水，因此司法权的消极性和中立性就能够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法袍以其古
老的样式向世人显示，法官在决策时需要尊重传统，他们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健的保守主义者。
    至于改善法院建筑的必要性更是毋庸置疑的。
司法权藉以唤起人民敬重的当然首先是法官群体的高素质和他们的刚正不阿，但是法院建筑以及法庭
内景的肃穆庄严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一个法院穷巷陋室、敝车赢马的国家里，良好的法治能够建立是难以置信的。
实际上，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法院屋舍翻新、厅堂庄严的趋向正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走向法治的一个
表征呢。
    服饰换了，法槌敲响了，新楼也盖起来了，但是还是有些形式方面的事情需要用心操办。
前次我在讨论法官文化的时候(参见“法官文化的意义与课题”)曾对某些问题有所涉及，但囿于篇幅
，语焉未详。
下面就视野所及的几方面谈些看法。
    法院建筑的内外装饰风格也许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法院建筑基本的格调当然应该是庄严，所以那种白瓷砖贴面的外墙自然是最要不得的。
(这些年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各种建筑，到处都是白瓷砖贴面，仿佛满城都是巨型公厕，
实在是令人厌恶透顶。
)有些法院为了显示威严，在法院大门两侧放了石狮子，我以为不妥。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法院要注意避免旧衙门气息，要让百姓感到既具威严感，又有亲和力，让人们觉
得通向法院之路并非危途，去趟法院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
因此，不仅石狮子不必要，而且法院门口威猛有余的站岗警察也应当由安全检测门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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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i在庄严与亲和之间如何取得适度的平衡是法院设计与装饰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法院建筑的内部安排如何体现法官的独立性是又一件要紧的事情。
跟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不同，法院中的实际决策者就是每一个独立的法官，法庭建筑需要表达这样
的理念。
不过，我们的一些法院建筑设计却并非如此。
常见的情况是，院长副院长办公室宽阔而舒适，而普通法官却只能几个人用一间相对狭小逼仄的办公
室，这里体现的仍然是一种行政机关的风格。
问题当然不是院领导不可以用大办公室，而是每一个普通法官也应当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与院长们
差距不大的办公空间。
这方面，我推荐乔钢良先生的好书《现在开庭》(三联书店1999年版)，其中描述了他给一位美国联邦
地区法院法官当助理的经历，也通过图片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法院如何在建筑设计上凸现每一个法官的
独立性。
    为了减少当事人或律师在法庭之外接触法官，也为了为法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少法院已经将
审判区与办公区分离开来。
用心虽好，但不免只注重分离而忽视法官办公与审判之间的密切关联，甚至让法官穿着法袍在两栋楼
之间奔波。
其实，只要将法官和法院之外人员进出法庭的通道相分离就完全可以实现不接触的初衷。
最好的设计是法官办公室就有一道门通到法庭，出了办公室就进入法庭，这样不仅减少了法官的辛苦
，而且当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遇到某些疑难问题时，能够便利地查找和参考相关资料。
    最后，有一个看起来不大但却涉及原则的现象或许值得再一次强调，那就是法庭上的英文问题。
一些法院或许是为了表现对外开放的姿态，在法庭上相关人员的座位牌上标注了中英文对照的字样。
这种做法虽然对英语国家的当事人或旁听者不无便利，但是却忽视了一国法院乃是体现国家主权与尊
严的重要机关，轻易地使用外语不免有殖民地之嫌。
另外，一些法庭的英语还不无瑕疵，例如将审判长注为“Chief Judge”，这个说法在美国是指相当于
我们法院院长的首席法官。
将检察官写成“Prosecutor”也不精确，准确而权威的译法是“Procurator”。
个别法庭甚至英文拼写都出错，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损害了司法的尊严。
                                            (原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25日)法言法语的意义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昆明市检察系统不久前推出一项新举措，规定今后对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应当采取更加客观和中
立的态度。
在有关法律文书方面，重视对于事实与证据的叙述，对于法律程序环节的准确记录。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决策者对于法律文书语言风格给予高度关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激烈的和情绪
化的表达不再使用，例如不得用“丧心病狂”、“狗急跳墙”之类语词形容犯罪嫌疑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进展，虽然在表面上看，它只是要求检察官们在语词风格上有所
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
则是否得以遵循。
事实上，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是其中关键指标之一。
    迄今为止，我们法律话语中十分情绪化的表达大致上可以说是从前阶级斗争时代的流风遗韵。
在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年代里，司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是要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例如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要春风化雨，对敌人要无情打击。
司法机关性质的这种定位对于司法官员选任、司法机关管理模式、司法权的行使方式等等都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也理所当然地塑造了我们的司法话语风格。
我们看到，早在陕甘宁边区时代，对于所谓法言法语的疏离甚至批判就已经成为司法界颇为流行的现
象。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不断的运动治国，造就了我国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的高度一致，甚至某种军事化的
语言也盛行于司法机关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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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
过去数年问的一个显著现象。
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
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
仅以1998年问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
的报道令世人震惊。
“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单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
忘。
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副院长潘宜乐、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文英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
而被判刑、遭查处，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难。
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
，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得以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
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
？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
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
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
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日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
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
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
    强化监督？
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像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
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
者纷至沓来。
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奏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
，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
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
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
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
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推进司法技术层面改革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
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
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
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
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
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
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
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
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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