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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务农的时候，笔者从农民那里学了一句歇后语：狗长犄角——羊(洋)式。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洋式”，只朦朦胧胧地觉得是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东西
。
因此，凡是我们感觉怪异的东西，凡是我们看不顺眼的东西，就统统可以称为“洋式”，其中带着明
显的不屑一顾的贬义。
后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的东西进来多了，中国人出去的机会也多了，我们便发现很多
“洋武”的东西其实比中国的好，于是就开始宣扬、学习、引进、效仿，既包括有形的东西，也包括
无形的东西。
我不赞成把那阵潮流简单地归结为“崇洋”，也不认为那些赞美“洋式”的人就是在盲目地吹捧“外
国的月亮”，因为外国的东西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不过，我也承认，倘若今天真的看到外国狗长出了犄角，我们也绝不会嗤之以鼻，甚至都不会觉得怪
异了，而会认为那就是名贵的洋狗。
总之，社会在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
在以夜郎自大的心态一概否定“洋式”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之后，认可并追逐“洋式”似乎在诸多社
会生活领域都成为了一种时尚。
这是好事吗?我不知道。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从美国朋友那里学了一个词：AMERICANA，意思是
“具有美国特色的”的东西，也可以翻译为“美国式”。
后来在国内举办的一次“美国法暑期班”上，我曾借题发挥，生造了一个英语词：CHINE．SANA，
意思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可以称为“中国式”。
当时，包括美国教授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词很有创意，值得推广。
不过，我只是即兴戏说，过后不久也就把它淡忘了。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斗转星移，世纪交替，国人的思想潮流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从大力提倡乃至全面追捧以“美国式”为代表的“洋式”，到认真反思和重新评判“中国式”的价值
，这似乎又代表了中国人跨入新世纪之后的思想趋势。
于是，大力挖掘本土资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成为了时尚的口号。
一部名为《中国式离婚》的电影使“中国式”一词成为颇受人们青睐的流行语，而且引发了人们关于
“中国式”的思考和讨论，以及一些文人学者的“跟进”。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电影《中国式结婚》，以及《中国式管理》等著作。
笔者最近在报纸上还见到把“卖身救母”和“买肾救父”等称为“中国式救亲”的说法。
诚然，在上述语境中，“中国式”一词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既有弘扬也有批判。
笔者无意探究这些说法的准确内涵和恰当与否。
笔者只想指出，这一语词的流行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国人的本土文化意识。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发达也最美好的国家之一，就必须一方面努力学
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经验，一方面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传统文化。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考虑中国的人文传统，外国的成功经验和经典
著作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
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抛弃糟粕，弘扬
精华，正是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任务。
这也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法治国家的应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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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了一番国家大事，再说笔者真正想谈的小事——办论坛。
自从与中国检察出版社合作于2000年出版第一卷《证据学论坛》，到2005年底我们已经出版了十卷。
承蒙作者和出版者的支持以及读者的关爱，这套专业学刊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只有不断更新，不断攀登，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因此，从第十一卷开始，我们的《证据学论坛》将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希望我们的改版能够得
到广大读者的认同。
在此，我谨向中国检察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证据学论坛》原编委会的所有成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

    另外，在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资助下，我们于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十场“证据学论坛”——
系列讲座，很受校内外师生的欢迎。
2005年，我们把论坛改为更加生动活泼的三人谈形式，而且加强了主讲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十场下
来，几乎是场场爆满，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热烈”。
论坛的成功，既要归功于主讲嘉宾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也要归功于人民大学法学院有关师生的精
心策划和认真筹办。

    无论是办文字的论坛，还是办语言的论坛，我都希望能有批评和反批评。
论坛就要有争论，就要有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锋，因为，碰撞能够产生绚丽的火花，交锋能够提高
双方的技艺。
自古以来，只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才能有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昌隆。
然而，我的心底也有一丝隐忧，因为批评有时也会导致学界的分裂乃至学人的对抗。
在我国法学界，由学术之争演变成人身攻击最后竟结为“生死冤家”的事情也是有的，而这显然不符
合我们倡导学术批评的初衷。
于是，我就想到了批评的方式。

    一般而言，“中国式”批评是含蓄的，婉转的，先基本肯定再个别否定，先抽象赞扬再具体批判，
其文化基础是理性思维与倡和理念。
我们在批判他人的观点时，往往首先要思考该观点的合理之处，然后再分析其问题之所在。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提倡“和”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批评要不伤和气，对抗要不损和平。
由此，我又联想到中国传统的比武打擂。
虽然比武要争个高下，打擂要比个输赢，但毕竟不同于两军对阵，不需要拼个你死我活，终以切磋技
艺为宗旨，以点到为止为规则。
真正的武林高手参与比武打擂的目的在于提高武术水平，弘扬武术精神。
特别是那些崇尚武德的大师在与他人交手时，并不追求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或屁滚尿流，往往是手下
留情，在旁观者尚未看出明显胜负时就已收身罢手，而对方也已经输得心服口服。
此乃中国传统武术之精髓。

    另据笔者的管窥蠡测，“美国式”批评一般是明确的，直率的，而且追求打击的力量和否定的效果
，其文化基础大概是批判性思维和个人奋斗理念。
笔者在美国留学时，注意到其法学教育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习惯，因为这也是抗辩式诉
讼制度下律师的基本思维模式。
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观点，先不要考虑其有没有合理之处，立即就寻找其疏漏或毛病，然后组织证据进
行反驳和攻击。
律师在法庭上追求的就是诉讼的胜利，并不在乎己方的诉讼主张究竟是否有理是否正义。
另外，美国社会中存在推崇个人奋斗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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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英雄往往是那些通过个人奋斗从社会底层爬到社会顶层的人物，无论其走过的是一种什么
样的路径。
这些文化元素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进行批评时的思维模式。
笔者在美国时经常观看一个名为“交火”的电视节目，其主持人和嘉宾在就时政问题进行辩论——也
可以称为“抬杠”——时的针锋相对和面红耳赤确实令我大开眼界，而他们的敏捷思维和犀利言语也
确实令我叹为观止。

    2005年11月初，笔者应邀到西南政法大学做两场学术报告，下午给研究生讲，晚上给本科生讲，而
且不在一个校区，颇有些“赶场”的味道。
下午讲完之后，按照“地主”的惯例，坐在台上的三位教授要进行点评。
邹明理教授和管光承教授首先进行了点评。
他们在一番溢美言辞之后，婉转地提出了少许批评。
虽然言词有些含糊，但是言者有心，听者有意，在座者均有收益，于是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达到了皆
大欢喜的境界。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点评。
然后，龙宗智教授为了保持论坛的“火药味”传统而进行了一番以批判为主的点评。
他先批评我的讲座“通俗有余而深度不足”，又指出我的讲话中有“张冠李戴之嫌且不够严谨”。
初听起来，宗智教授的点评似乎有些“美国式”，但仔细考较之后，我觉得他的点评仍然属于“中国
式”的范畴。
且不说他也是在全面赞扬之后才进行批判，仅就其批判的内容而言，也还是充满了婉转的善意。
其一，笔者治学的基本宗旨就是通俗化。
无论是行文还是讲课，我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用听众喜欢的通俗语言讲出法学的深奥道理。
为此，我也经常以“通俗法学家”自诩。
其二，笔者治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张冠李戴”。
这大概源于我最初学习犯罪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时所受到的熏陶，因为这两个学科中运用的许多科学
技术都是从其他科学领域“张冠李戴”来的。
于是，我就形成了一种“张冠李戴”的思维习惯。
往高了说，这叫善于借鉴移植，或者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什么的。
例如，我为每期《法学家茶座》撰写的借茶说法的卷首语就都有些“张冠李戴”的味道。
宗智教授与我交往多年，并多次“网上对话”，知我颇深，尽管他可能并不赞同我的治学方法和学术
观点。
因此，我在听了他的点评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知我者龙宗智也。
”⋯⋯我忽然醒悟了。
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倡导的“中国式”论坛。
虽然有直率的批判、思想的碰撞、观点的对抗、语言的交锋，但是，因为批评者是善意的，被批评者
是宽容的，所以争论有序，对抗有道，仍然保持着论坛的整体和谐。

    新年伊始，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12频道)主持了六集的“法律讲堂2006年新年特别
节目”。
作为特邀主持人，我在最后一集的开场白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字，我
很喜欢，就是和平的‘和’字。
这个字不仅包含了深厚的哲学思想，还可以组成许多美好的语言。
例如，自然以和为美，人类以和为贵；世界要和平，民族要和睦，社会要和谐，家庭要和美；天和风
雨顺，地和五谷丰，入和精神爽，家和万事兴。
”这也应该是我们主办论坛所追求的境界。

    本卷《证据学论坛》把2005年“德恒证据学论坛”的“三人谈”转化成了文字，而且每位主讲嘉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人堂与群言录>>

都认真地对其语言进行了文字加工和润色。
另外，在每个专题之后，我们还邀请青年学者进行了点评。
论坛是切磋技艺交流思想的场所，不应该论资排辈。
因此，由后生点评先生，让学生批判老师，这也是论坛所应倡导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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