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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作者在2004年至2010年间创作的20篇法律随笔汇编而成，涉及法治、律师、规则、诉讼等
诸多话题。
大多数文章以杂文或散文的方式写成，力图从司空见惯的小事发掘出制度性问题。
作者文笔犀利、观点新奇，思想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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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耀雄，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信息法和
电信法。
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北
京通信法制研究会理事、北京律协电信法委员会委员。
获得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荣誉奖、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
奖，以及北京邮电大学师德标兵、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等称号。
承担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社科基金、青年科研创新计划等多项课题，出版《信息法研究》等著作、
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电信法》教材。
在法学一级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娄蓝早菲，八岁半，小学二年级学生。
自幼学习书法、绘画，擅长儿童画、硬笔和软笔书法，并在北京海淀区少儿书法大赛中分别获得过硬
笔和软笔三等奖；在全国少儿绘画大赛中获得过铜奖。
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爱好广泛、善于思考、勤于读书，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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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法律和法制
　1、审美地对待法律
　2、规则至上
　3、我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
　4、法律的后台
　5、权力资源的分配成本
　6、体育和政治
　7、给大人物帮忙
　8、法律的精度
　9、作为商品的正义
　10、法律抢劫和法律工具主义
　11、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美国枪击案
二、律师和诉讼
　12、一千子不承父业的行业
　13、律师一家亲
　14、合伙人：从工匠型到领袖型
　15、性格决定原被告
　16、撒谎的权利和边界(一)
　17、撒谎的权利和边界(二)
　18、撒谎的权利和边界(三)
　19、撒谎的权利和边界(四)
　20、行善——律师箴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审美>>

章节摘录

　　一、实用地对待法律　　律师判？
“买卖”是否值得做的标准是商业性的。
在决定是否接受委托之前，律师表现出商人的一面。
他关注的并非案件带来的社会正义，而是投入产出比——“产出”除了代理费外，还包括“一案成名
”的潜在收益或被冠以“正义斗士”的荣誉。
因此，律师感兴趣的不是正义，而是正义的对价——帮助别人实现正义后得到的报酬。
就如同商品是商人的标的，到底是什么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润多少；正义是律师的标的，到底
帮助对抗的哪一边实现“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支付的对价高。
这就不难理解，对于隐藏了天大冤屈的案件，由于当事人支付不起正义的对？
，大牌律师并不愿意做这单买卖。
这样，社会要专门建立一套司法援助系统，帮着支付不起正义对价但是确实需要实现正义的人们获得
公力救济。
一旦接受委托，律师则开始追求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双方律师的“自私”促成了被掩盖事实的再现
和对多维利益的关注。
　　这就像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无意中带来了整个市场繁荣一样，实现正义也是律师在追逐
自己及委托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副产品。
　　律师处理案件是职业化的。
作为谋生方式，其对案件正义性的关注要远远小于当事人，其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只是打动法官的职
业技巧，就像演员的表演或政治家的演说一样，职业中的“情”只是一种手段。
每日面对会导致激情疲劳，天天动情也就没了情，类似于出纳数钱时没有了快感、接待上访的官员面
对社会黑暗无动于衷一样。
对比普通人的一生一次，职业人士显得超然且漠然，这便是实用地对待。
　　二、科学地对待法律　　法官应当科学地对待法律，其不仅要具备从现有证据中发掘真相的科学
精神，还要保证分配社会正义时的角色中立，理由符合逻辑，过程遵从程序，并且结果精确。
正义，作为一种稀缺产品，是由法官生产和分配的，其天平只有精确才不会倾斜。
因此，法官更像？
个工程师，其课题是为个案准确地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判决书就是法官阐释分配结果科学性的论
文。
　　然而，诉讼的实用主义态度将损害法官的科学精神。
从实用主义视角看，民事诉讼是为解决利益纠纷创造的工具。
所以，司法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而非查明真相。
如果不需要查明真相，或者不需要精确分配权利义务，争议的双方就自行和解了，岂不既达到了诉讼
目的，又节约了司法成本？
然而，盲目追求和解率，甚至逼着当事人撤诉或和解，不仅有损法官的科学精神，而且辜负了公众对
司法寄予的厚望——他们需要一个说法，而不是不清不白的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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