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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槌十七声》乃萧瀚之处女作(当指出版书籍而言)。
待付梓之际，其不吝信赖于我，嘱咐为序，诚意难辞。
　　与萧瀚相识，幸运地成为真挚的朋友。
想像上下数亿年、纵横千万里的时空和不计其数的过去人、现在人与未来人，两个非常偶然的生命，
得以在那么一个交界点上相逢、相知，不禁感慨造化弄人。
不可谓没有性格的不同、理念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起的争执，甚或相互嘲弄一番，将彼此纠结在一起
的，无非内心皆共有一种排遣不去的情怀——对人的关切，尽管都不是十分确信地知晓、把握如何去
关切。
　　《法槌十七声》各篇在名义上是点评案件，实为一抒萧瀚历久以来有着独自特点的人文关怀。
从对耶稣的审判中，你可以发现个体的人在群体之中会如何失去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让自己愚
昧、轻信、从众的一面占据上风。
通过印第安切罗基人在美国的血泪史，你可以发现人在竞争性地夺取生存资源时所暴露出来的强盗、
伪善本性。
从吉迪恩、刺杀马拉的夏洛蒂。
科黛、营救德雷福斯的左拉以及其他人、辩护大师克拉伦斯·丹诺、反抗极权主义的哈维尔、乃至竭
力为新教徒卡拉斯平反的无神论者伏尔泰身上，你又可以发现人性在勇气、良知、理性、宽容、仁爱
、正义感方面的光辉。
而在借腹生子技术、安乐死技术面前，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犹疑不决、左右两难的“生”与“死”的困
惑。
　　于是，在这部书里，你难以找到一般案例评析文献中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就案论案”，你同
样无法把萧瀚设想为纯粹的法律家，让他告诉你应该如何解释和运用规则。
书的作者更多地是在展示一幅复杂人性的图景：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高尚、智慧、同情、勇气、良知
、尊严、理性、宽容，总是和邪恶、愚蠢、憎恨、懦弱、盲目、颓废、卑劣、歧视、偏见并存的，人
类的许多困惑也由此而生，似乎无法彻底摆脱。
　　然而，萧瀚毕竟不是为展示而展示，不是仅仅让读者自己去深切地品味与反省人性的美好、丑陋
与无奈，毕竟其向往人性善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向往人性恶得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在感喟“人类离
文明依然很远”的同时，依然向往着文明。
而法学(在西方亦体认其为正义之学)教育的经历，令其难抑对制度、对人与制度之间对话的关怀。
评论审判耶稣一案，表达出他对多数人暴政的忧虑以及对独立、公正司法削弱多数人暴政的憧憬。
借助吉迪恩的经历，他为穷人和富人在获得律师援助的制度安排上的“不平等”对待辩护。
从耶稣之死、新教徒卡拉斯之平反、摩门教徒雷诺德之败诉，他大声疾呼制度对信仰自由、宗教宽容
的充分肯定和保障，并且理性、冷静又不失激情地赞赏制度对信仰自由边界的厘定，以期维护人类社
会生活的其他基本原则。
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以“奉行职责”为由，希冀开脱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而纽
伦堡审判开创了人类的一项制度：严重侵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从事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
，都将受到惩罚，哪怕是在执行一种所谓的“法律”和上级的命令。
萧瀚同样对这样的制度击节叫好，指出人类社会有其最为基本的底线伦理。
而针对当代引起广泛讨论的安乐死问题，他不仅从法律、伦理层面坦言其操作的难度，更是以甚至包
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不见得接受的佛教生命哲学，告诫我们“真正的临终关怀是帮助临终者克服死亡
的恐惧，帮助临终者提前预习将要经历的境况，而不是帮助临终者在离死亡尚有时日的情况下就自杀
”，并由此提醒制度应排斥安乐死的合法地位。
　　我们不清楚人类最早的祖先究竞是如何在狂风暴雨、恶兽环伺的境遇中求得生存的，可无论如何
，他们为这个星球延续了一脉自诩为“会思考的动物”。
早在几千年以前，会思考的人就已经仰望苍穹追问自身为何物、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为什么而活着
，又如何才能幸福地活着⋯⋯一声声追根究底、难解的发问，不必也不可能探寻始作俑者是谁，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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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它们极具穿透力，亘古不衰，直至当今每一个稍稍成熟的生命都会在不经意的什么时候与之共鸣
。
而人类历史之绝大部分，都是人在这样那样发问的同时努力创设、变更、革除、再造制度的过程。
各个地区、各个族群的人在不同时期把其对人类幸福的不同定义(其实绝大部分人并非创设定义的主体
，而是接受某种定义的主体，无论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是非自愿的)，渗入到制度的建构、存废之中。
不仅如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样式就会受到制度的整型，制度的整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
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以至于制度的转型不但是规则之重构，更是人的精神之再塑。
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生生不息、永久流动的对话。
　　有一则业已广为传播的故事：五个猴子被放人一只笼子，笼子上端悬下一根香蕉，猴子们出于天
生的喜好，争相抢之。
此时，试验者事先安排好的高压水枪就会“肆虐”，不让它们靠近香蕉，哪怕只是其中一个猴子去摘
，高压水枪的目标则是所有猴子，直到没有哪个猴子敢再去摘下这根香蕉了。
而后，试验者把其中一个猴子放出，换了一个新猴子进去。
“新来乍到者”自然想去品尝一下香蕉的美味，可是，当它跳起来要做一番努力时，高压水枪未开，
其余四个猴子倒是上前把新来者暴打了一顿，据猜测它们不想自己受到高压水枪的攻击。
这个故事被引用来说明一种“路径依赖”或者“制度依赖”的现象，即制度对人的心理、意识、观念
、行为等的塑造及由此形成的惯性。
确实，我们如果暂时分裂一下自己，以冷静的旁观者角度认真、细致地观察自己的生活，总是能够发
现几千年以前的先人们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
然而，若我们无愧于自诩的“会思考的高贵动物”，那么，人可能毕竟不同于猴子。
由此可以想像：一个新来的人(无论是来自同一民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反正都是人)，在笼子里告诉
原来已经习惯了“高压水枪”下制度的人们，高压水枪是人为的设置、不是不可变的，为了寻求幸福
、自由地摘取香蕉，大家应该齐心协力想办法对付那支水枪，最后，受到启发的人和新来的人一起，
终于成功了。
人与制度又完成了一次对话。
　　反省历史，人类至今都无法根除饥饿、贫穷、犯罪、仇杀、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主义、战争，
也许这一切都与人性并不光辉(并不光辉不见得都是丑陋)的一面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
无望的感觉。
但是，在人与制度的对话演进中，我们毕竟还可以发现人类自身有给人以希望的向善。
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迫害、殖民、蓄奴、种族屠杀，丝毫不能掩盖其创建、完善以人为本位的制度的
努力。
按照萧瀚富有比喻意义的话：“欧洲以及美洲或者说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从盗匪到绅士的历史，
尽管他们至今还保留了若干盗匪的本性，而且还有不少欧洲人还是盗匪，尚未变成绅士，但是总体上
说，由于他们还有改变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绅士成分会越来越多，而盗匪性格也就相应减少了。
”这种努力，也许不可能有理想目标的完满实现，可面对未来不可知世界的人，不总是在为美好的追
求而活着吗？
而且，只要作为一个人，没有不希望过上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没有不希望自己不受外在
力量强盗般侵犯的，无论此侵犯来自其他个人、团体还是统治者。
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扼制(也许扼杀不可能)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
甚至从某个方面看最为弱小的人也会受到感染，而在某个时间、地点让你意想不到地显露强盗的峥嵘
面目，因为他／她自己也曾经深受其害，有一种报复的潜意识。
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其他许许多多不幸、苦难、烦恼，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
是对人与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简单化。
制度的文明程度，又相当大地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
一个社会若普遍缺乏人文关怀、若普遍对遭受恐怖主义打击的美国幸灾乐祸而无视人的不幸，那么，
期待这个社会有更接近人类美好愿望的制度文明，倒是出乎想像之外的。
　　所以，《法槌十七声》中的萧瀚，并没有过多地为我们这个国家该如何建构具体的文明制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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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任何详细建议。
也许，他深知这项工作已经有人在做而且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我猜测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得以畅销(似乎是一种废话，因为每个书作者都有此愿望)，当然不是出于谋
利，而是有意让自己对人性、制度、人与制度之对话的深切思虑获得国人的认同，或者至少是重视。
在每个人都习惯把“制度转型时期”挂在嘴边的时候，期待大家警醒地审问我们自己周遭的生活：有
没有多数人的暴政？
有没有盲目、从众、缺乏理智？
有没有对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迫害？
有没有对基本人权的蔑视？
有没有奉行强盗逻辑的行径？
有没有仁慈、爱心、宽容，以及负责而理性的妥协？
有没有底线伦理？
有没有对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迷信？
有没有、极权色彩浓厚的治理方式？
期待大家更进一步追问：我自己能做些什么？
我们的制度又向哪个方向“转型”？
⋯⋯　　正视、反思作为人的自己，认真对待我们人类和制度之间的对话，坚持向美好的“彼岸世界
”(这个词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泛指理想，尽管萧瀚不是如此用法)挪动哪怕有时是犹疑的脚
步。
这也许就是萧瀚想要告诉我们的。
你可以不同意或者激烈反对他的观点，甚至可以挑剔地指出他的知识性错误或者逻辑缺憾，但你根本
不能蔑视他渊博的知识、智慧的写作、宽广的论域，尤其是敏感的忧虑。
这本书，又何尝不是人和制度的对话呢？
　　康德的一句绝唱，我有着无比的偏爱，在此引用作为拖沓长序的结束：“有两样东西伴着永远新
鲜且不断增长的好奇和敬畏注入我们心中⋯⋯星光闪烁的苍穹和人心中的道德律。
”　　是为序。
　　沈岿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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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对人类史十七个重要案件的叙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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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瀚，浙东天台人，号雲邊居士。

自由主义追求者，传统文化守护者。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从本世纪初起，在中评网、法思网发表时评、札记、随笔若干，欣赏者众，而批评者亦众。

本书是先生出版的处女作，褒贬功过，自由世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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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与制度的对话(代序)／沈岿正义的召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行动评德雷福斯事件从马拉之死看政治
谋杀评夏洛蒂·科黛之审判神圣的辩护评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案耶稣之死与“群众性”司法评对拿撒
勒人耶稣的审判信仰自由的边界评雷诺德案死刑、正义与爱评娄波和里奥波德杀人案为权利而奋斗与
天路历程上的正义评审判吉迪恩科学技术下的伦理困境有关孩子M问题的案件评论底线伦理与罪恶职
责评审判阿道夫·艾希曼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证据辛普森案的另一个视角妥协如何成为可能马伯里诉
麦迪逊案的另一个启示一份引发战争的判决评斯科特案上帝该如何面对猴子：宗教与科学评史库柏斯
案公平绝不意味着软弱评纽伦堡审判文明、野蛮及荒谬的“父子关系”评切罗基人诉佐治亚州案(美国
年)什么是真正的临终关怀?评奎尔案及其他安乐死案件诽谤诉讼中的新闻自由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等
媒体诽谤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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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　　一、案件的背景　　1894年9月，法国陆军部情报处获得一份证据，表明有人向德国出卖法
国军事情报。
证据开列了5份文件的清单，但是既无寄信人落款，也无日期。
当时的法国军队是个排犹情绪激烈的地方，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仅仅因为总参谋部见习参谋阿尔弗
莱德·德雷福斯（1859--1935）是犹太人，就以笔迹相似认定他是罪犯。
陆军部的其他一些军官质疑这一指控，于是，只好由专家来鉴定笔迹，但是，法兰西银行笔迹专家和
警察厅罪犯人体检测处负责人结论截然相反。
在如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陆军部长梅尔西埃滥用职权，于1o月15日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
福斯并秘密单独关押达7个星期之久。
关押期间，德雷福斯受到刑讯逼供。
审判前，新闻界获得了非法泄露的消息，以德律蒙《自由言论报》为代表的极端排犹主义者借机大肆
散布并进而掀起排犹主义浪潮。
12月19日，虽然辩护律师强烈反对，军事法庭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德雷福斯进行了秘密审判；22
日，军事法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罪名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并且革除军籍。
转年4月，德雷福斯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他不断上书要求重审，亲属四处奔走鸣
冤，但是毫无结果。
1896年3月，曾经参与了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新任陆军部情报处长皮卡尔，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
真正的间谍可能是总参谋部的艾斯特拉齐少校，于是9月3日他向负责处理此案的贡斯将军汇报，希望
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但是，贡斯为了维护军方面子不愿重审，并且为掩盖此案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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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槌十七声：西方名案沉思录》各篇在名义上是点评案件，实为一抒作者历久以来有着独自特
点的人文关怀。
从对耶稣的审判中，你可以发现个体的人在群体之中会如何失去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让自己愚
昧、轻信、从众的一面占据上风。
通过印第安切罗基人在美国的血泪史，你可以发现人在竞争性地夺取生存资源时所暴露出来的强盗、
伪善本性。
从吉迪恩、刺杀马拉的夏洛蒂。
科黛、营救德雷福斯的左拉以及其他人、辩护大师克拉伦斯·丹诺、反抗极权主义的哈维尔、乃至竭
力为新教徒卡拉斯平反的无神论者伏尔泰身上，你又可以发现人性在勇气、良知、理性、宽容、仁爱
、正义感方面的光辉。
而在借腹生子技术、安乐死技术面前，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犹疑不决、左右两难的“生”与“死”的困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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