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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与宽容，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
如果全面研究这一课题，难免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
限于篇幅与能力，只好选择我熟悉的刑政作为论述的视角。
故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中国刑政与宽容问题。
　　刑政在中国古代很受重视，刑政的好坏往往关系到社稷安危。
一部《资治通鉴》，所言主要是三类事：战争、宫廷斗争以及刑政。
刑政，就是有关刑法的政治，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法律史主要是刑政史。
不论刑政的实际状况如何，历朝历代的当权者无不将其作为执政的重点，一旦刑政败坏，这个王朝就
差不多要完蛋了。
总的说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王朝，刑政都较为宽容；政治黑暗、社会汹汹不安的朝代，刑政都
武健严酷。
　　中国古代社会绵延几千年，经历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及许许多多的朝代，本书选择了上至秦帝
国、下至清王朝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和典型事件进行分析。
通过对人物思想、事件的勾勒，品评刑政得失，以求古为今用。
执政者推行的刑政，既烙上了当政者个性的印记，也大体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制度和思想，是研究中国刑政史的两翼，两者结合，更能洞窥中国刑政的全貌。
　　秦帝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奉法家思想为治国圭臬，代表人物有秦始皇、秦
二世父子以及商鞅和李斯。
秦帝国刑网密布、酷烈无比，秦朝之亡，确有法律不宽容的因素。
法家之法整体上难以行得通，它背离人情事理，视人为“布匹土石”，可以行一时，不可行万世，所
以秦帝国二世而终。
当然法家也绝非乏善可陈，它强调执法公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主张法律具有普适性，这
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法律观。
特别是，法家人物多为改革派，主张废井田、开阡陌，废封建、立郡县，为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立下了
汗马功劳。
法家也开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将君主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汉承秦制，治国理念却迥然不同，历史地位也出乎其右。
汉朝出了有影响的皇帝，也出了大思想家，汉文帝和董仲舒可分别为执政者和思想型人物的代表。
汉文帝留给后世的主要政治遗产之一，是刑政的宽容。
他废收孥连坐令，除诽谤妖言罪。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废除肉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肉刑的国家。
汉文帝为政宽容、法律轻缓的风格，源于黄老思想，与其父刘邦一脉相承。
黄老思想中，蕴含了宽容精神。
　　从清静无为转向大有为的，是汉武帝，为其提供理论指导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推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第一次正式登上官方舞台并成为主流意识形
态。
董仲舒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为君主专制合法化、正当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董仲舒的法律主张则是温情脉脉，他提倡“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著作《春秋》义理解释法律，让
刚硬的法律变得柔和，使司法裁判变得宽容，许多案件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
有人批判他的“原心定罪”和“原情定罪”是主观归罪，利于统治者上下其手，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
春秋决狱，讲求天道、天理和人情、人意，历史上凡以春秋决狱的，都有利于被告人——或是无罪，
或是轻判。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也说：“使武帝时，治狱者皆能如此，酷吏传亦不必作矣。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刑事司法还有公允妥当宽平的一面的话，董仲舒甚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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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唐朝国力之强盛、文化影响力之大，尤远胜汉朝。
唐朝最杰出的皇帝李世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
即位伊始，他就提出明德慎刑、宽容为本。
这位马上打天下的皇帝就“治盗”一事发表的看法，充分显示了他的宽容和人道。
他说，老百姓之所以当盗贼，是由于赋税繁重，官吏太贪婪了。
人在饥寒交迫之下，哪还顾得了廉耻。
当政者应该勤俭节约，减免赋税，选派廉洁的官员。
百姓丰衣足食，自然不会去做盗贼，为什么要施行重法？
这是非常睿智的刑政思想，也是非常开明、非常宽容的治国方略！
唐太宗当政期间，死刑适用范围大为缩小，适用程序也非常严格，一年实际执行的死刑，有时不过20
余人。
他主导制定的《贞观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
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
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贞观律》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宽容、最人道的法典。
　　唐太宗也不是一味地“宽”。
他强调“宽”，也力主“平”。
“宽”体现为限制处罚范围和处罚强度，限制刑讯逼供，承认疑罪从轻甚至从无。
“平”，即平允执中，不偏不倚，合情合理。
唐太宗的法律宽容，是其推行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统儒家思想的刑政实践，显示了儒家思想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他的刑政思想和刑政实践，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朝刑政，大体承唐余绪，故略去不说。
至明代，中国由开明专制走向极度专制，刑政状况急转直下。
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宽容的皇帝之一。
他废除丞相，杀戮功臣，钳制言论，摧残士大夫，无所不用其极，被称为“血腥皇帝”。
朱元璋治刑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酷刑、廷杖和特务。
酷刑大多由法律怪物明《大诰》规定，有凌迟、枭令、夷族、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剁指、挑筋去膝
盖、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等。
此外，还有针对贪官的剥皮实草。
廷杖主要针对朝臣，是朱元璋维持专制统治的“宝杖”。
凡上书言事等有忤逆圣意的，都有可能遭受杖刑。
廷杖之下，血肉横飞，士大夫颜面尊严由此扫尽。
明朝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东西厂等，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特务机构不是司法机关，但被皇帝赋予巡查缉捕、专理诏狱的特权。
他们“四处刺民间阴事”，“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探以闻”。
臣民处于其监视之下，既无秘密，也无安全，白色恐怖弥漫整个国家。
故人言：“明朝不亡，天理难容。
”　　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满族军事力量的双重打击下灰飞烟灭，退出了历史舞
台。
继明而起的清王朝，不但实行民族压迫，政治上也更加专制。
清朝的文字狱就是在此双重背景下兴起的，它针对的主要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思想，特别
是反清思想。
文字狱不但株连家属，甚至连了解（更不用说接受）文字思想的人也可能受到惩罚；不但祸及生者，
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
中国古代社会虽有治文字狱的历史，如朱元璋因自卑心理作祟，对文字疑神疑鬼而开过杀戒，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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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等人也都干过这等勾当，但清朝治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和无孔不入的地步，这在雍正和乾
隆两朝尤甚。
吕留良案、《南山集》狱无一不是血泪斑斑，令人痛彻心骨。
故“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成了清朝人际关系的一大特点。
文字狱是中国法制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它无律条明文规定，打击的锋芒直指文字载述的思想，极大地
阻碍了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是中国刑政史上最不宽容的一页。
　　纵观中国古代刑政，可谓有宽容的时候，也有武健严酷的时期。
说中国古代法制一团漆黑，刑罚极度苛酷，诚非历史事实；认为礼教吃人、儒家骗人，也有失偏颇。
历史证明，凡真正践履传统儒家义理，则刑政宽容；凡以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挂羊头、卖狗肉，刑
政状况就不会称百姓之心，如百姓之意。
传统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强调教化优先于刑罚，“不教而诛谓之虐”，在法律上倡导慎刑、恤刑、刑
中，刑政宽容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唐太宗时期刑政宽容，就是因为实实在在地贯彻了正统儒家思想。
至于礼教制度，是社会风俗的载述，本诸人性、人情，原无不宽容之处。
唐太宗搞礼法合一，全面引礼入法，也未见其“吃人”。
只是到后来礼教走向机械化、形式化，并为统治者利用而扭曲变形，才变得苛酷。
但这不是正统儒家的本意。
以儒家提倡的孝道为例，熊十力先生就颇有一番不俗的见解，现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纲常之教本君主所利用以自护之具，与孔子《论语》言孝，纯就至情至性不容己处，以导人者，
本迥乎不同。
中国皇帝专制之悠长，实赖纲常教义，深入人心。
此为论汉以后文化学术者，所万不可忽也。
纲常为帝王利用，正是凿伤孝弟，今犹不悟可乎？
　　儒家精神是道地的理性精神，重天道、天理和人情、人意，不走极端，主张中庸。
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本旨，将其融入法律之中，自可开出宽容之花，结出宽容之果。
历史不是已经证实过这一点么？
　　刑政史之外，三个当代刑政话题值得一谈，它们是死刑、重刑主义与中国刑政之变。
　　死刑是长期受到关注的话题。
对死刑是否宽容、是否应当废除的形而上争辩，未必是至善的思维方式。
一个有关生命的话题，靠概念和哲理去阐释，这不是一种适宜的态度，也不可能打动人心。
死刑的存废是一个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中国人讲道德与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一般从概念思考的角度来给它一个定义，将道德看成是知识，
以这种方式解释道德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讲道德，不是下定义，而是从生活的角度来指点。
比如孔子就是从心安还是不安来解释仁，所以孔子的话具体、亲切、真诚，大家容易了解。
孔子主张，要了解仁的观念，就是要使我们的心不麻木，不要没有感觉。
这种从生活实践出发阐释道德的方式很值得提倡。
故此，本书选择了三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作为素材，从社会生活情理的角度探讨死刑伦理，从政策
面探讨死刑的存废。
也许，政策层面上，死刑在我国还是一种不得已的恶，尚不能立即废止，但是现行死刑制度也不是没
有问题。
我国的死刑立法、死刑适用和死刑执行还不宽容，有点不近人情。
对待死刑，要有哀矜勿喜的态度和怜悯之心。
有怜悯之心的人一定有宽容之心，这种宽容发自心灵的最深处，是博大而深厚的仁爱。
　　重刑主义也是现代刑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所谓重刑主义的现实民意基础是一种错觉，重刑主义既无实效，也不理性。
因为，刑罚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个人和社会两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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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过度介入社会生活，人们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就会受到影响，为了社会更有活力、更加和谐，刑法
只要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就够了，不应当过分干涉人世生活。
重刑主义作为一种刑法理念，应退出历史舞台。
毕竟，在刑事法治中体现宽容思想，是刑政的更高境界。
　　不管有这样还是那样的问题，社会仍然在向前发展，刑政领域也悄然出现了一些变化。
比如，司法机关对待死刑的态度比以前谨慎，刑事裁判也转向轻缓，开始充满人情味。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也调整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这些令人欣慰的变化昭示了中国刑政走向宽容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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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与宽容：以中国刑政为视点》选择了上至秦帝国、下至清王朝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和典型事
件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绵延几千年，经历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及许许多多的朝代，通过对人物思想、事件的
勾勒，品评刑政得失，以求古为今用。
执政者推行的刑政，既烙上了当政者个性的印记，也大体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制度和思想，是研究中国刑政史的两翼，两者结合，更能洞窥中国刑政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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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帝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奉法家思想为治国圭臬，代表人物有秦始皇、秦
二世父子以及商鞅和李斯。
秦帝国刑网密布、酷烈无比，秦朝之亡，确有法律不宽容的因素。
法家之法整体上难以行得通，它背离人情事理，视人为“布匹土石”，可以行一时，不可行万世，所
以秦帝国二世而终。
当然法家也绝非乏善可陈，它强调执法公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主张法律具有普适性，这
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法律观。
特别是，法家人物多为改革派，主张废井田、开阡陌，废封建、立郡县，为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立下了
汗马功劳。
法家也开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将君主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汉承秦制，治国理念却迥然不同，历史地位也出乎其右。
汉朝出了有影响的皇帝，也出了大思想家，汉文帝和董仲舒可分别为执政者和思想型人物的代表。
汉文帝留给后世的主要政治遗产之一，是刑政的宽容。
他废收孥连坐令，除诽谤妖言罪。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废除肉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肉刑的国家。
汉文帝为政宽容、法律轻缓的风格，源于黄老思想，与其父刘邦一脉相承。
黄老思想中，蕴含了宽容精神。
　　从清静无为转向大有为的，是汉武帝，为其提供理论指导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推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第一次正式登上官方舞台并成为主流意识形
态。
董仲舒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为君主专制合法化、正当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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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宽容为本，和而不同。
宽容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或境界，而且是一种世界观。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给您启示，然后通过您影响更多的人。
　　让我们共创一个宽容、和谐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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