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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影
视产业便开始迅速发展，并且在整
个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
化的相近性和共通性使其容易引起
中国观众的共鸣和喜爱。对于日本
观众而言，影视剧不仅仅是一种娱
乐方式，更是一种反映社会现实与
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

在众多日剧中，律政剧是非常
受欢迎的一类职场题材剧，它们通
过具体案件演绎和法律职业形象的
刻画，向观众展现了日本法律体系
的运作和法律人员的形象。检察官
作为司法工作者，也成为律政剧中
以重要镜头展示和刻画的人物。

检察官形象何以辉煌

题材创作的社会背景是影响日
剧 中 检 察 官 形 象 形 成 的 最 重 要 因
素。首先，日本被认为是当代世界
上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素
以治安良好、犯罪率低著称，在西
学东用的 200 余年，探索设计出一
批 适 合 东 亚 儒 家 文 化 圈 的 法 律 制
度，并在法律实践中得以修正和发
展。检察制度在现实日本法律制度
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在
影视作品中也经常被拿来当作主体
框架来描绘。日本史上累计收视第
一的电视剧 《律政英雄》 及其续集

《律政英雄 2014》，就以检察官为主
角，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的穿插叙
事，展示了检察官们对案件的分析、
调查、起诉的过程并塑造正直、专业
和积极进取的职业形象。

其次，日本社会对于法律职业
具有普遍的尊重和崇拜，很多人不
仅从精神信仰上为之向往，而且有
职业背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考
量——试图通过个人努力进入该行
业实现职业理想。在漫长的学习考
试实习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故事，为
创作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创作动
力。《司法研习八人组》 中奥菜惠
饰演的松永从参加司法考试之初就
立志成为一名检察官，她在剧中的
一句话——“被杀死的人没有任何
人可以依靠，自己也不能为自己辩
护，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检察官”，
让很多观众内心破防，体现了她具
备成为优秀检察官的潜质。

最后，日本在近些年的社会变
革和司法环境的转变中，涌现出了
一批新兴力量，如更多年轻的女性
检察官加入到这个队伍来，她们善
于沟通与协调、工作细心谨慎、亲
和力较强，大有逆转这个长期被男
性垄断的行业之势，她们的形象也
不 断 地 被 文 娱 创 作 者 所 关 注 和 描
绘。《正义之凛》中主人公竹村凛凛
子就是从一个普通豆腐作坊家庭出
生的女孩儿，成长为横滨地方检察
厅港南支部的一位新人检察官，虽
然入职之初在工作上屡屡受挫，但
是始终坚持履行着做正义之友的理
想并为之付诸实践。2023 年初新剧

《死亡护理师》中日本国宝级女艺人
长泽雅美剪去秀丽飘逸的长发，化
身精致干练的大友秀美检察官，通
过不懈细致取证推理，将一个悬疑
重重的杀人案件追查至水落石出，
展现了独具魅力的职业风范。

还有一些历史因素影响着日剧
中检察官形象的塑造。比如作为一
个战后受西方国家管控的岛国，人

多地少的日本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
时往往会保有相当的抵抗情绪，这
种情绪的冲击在影视剧的创作中也
往往得到了一定的表达和体现。因
此，一些影视作品通过对外来文化
的重新解构组合，塑造出独具特色
的检察官形象。《律政英雄》 的片名
实为 《Hero》，剧中主角久利生的
出场，顶着一头染成栗色的卷发，
身着花格子衬衫搭配破洞牛仔裤，
对人态度里有一点点的桀骜不羁，
颇有美国西部农场浪荡子的味道，
但他在工作中却眼神坚毅，不畏强
权，暗暗和自己较着劲，是一个货
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杰出检察官。主
演木村拓哉正是通过这一独特的造
型，向观众传达了检察官的独特魅
力。东西方元素的结合，打造了一
个富有个人魅力的检察官人设。

多姿多彩的检察官角色

以检察题材为中心的日剧中，
检察官们通常被刻画成具有强烈正
义感和坚定目标的人物。一方面，
他们被赋予了一种英雄般的形象，
经常被描绘为无所畏惧、勇于挑战
权威和高压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追
求真相、曝光罪行，为受害者讨回
公道，肩负着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
的重要责任。在剧情发展中，他们
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勇往直
前，引导人们对正义充满信心。

已故的老牌影星高仓健在 《追
捕》 中饰演的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
官杜丘为人正直，却被人诬告犯有
抢劫、强奸等重罪。为了洗清自己
的冤屈，他一边躲避警察的追捕，
一边坚持追捕真正的凶手。作为改
革开放后第一批被引进的外国影片
之一，《追捕》 在国内放映后引发
轰动，当时不少青年开始模仿男主
角“杜丘冬人”的衣着打扮，高仓
健也一跃成为中国大陆一代人心目
中的超级偶像。

另一方面，检察官在剧中被赋
予了一种精英角色的定位。他们通
常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能够熟练掌
握运用各种司法程序和法律条文，
具备卓越的思考和分析问题能力、
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和判断力，经常
与法官、警察、律师等其他法律人员
的角色相互碰撞借力，通过分析线
索和证据，破除疑点，找出真相。当
然，通过这些日剧不难发现，日本的
司法制度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要成为检察官必须通过司法考

试，并经过严格的培训和选拔。不过
日本的司法考试长期以来都保持非
常低的通过率，直至最近几年考取
比例才有所放宽，但同时对学历的
要求却进一步严苛，跨过门槛者可
谓是精英中的精英。因此，像久利生
检察官只有中学学历却能通过司法
考试，并从乡下的事务所调入东京
地方检察厅城西支部，这在现实中
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算是通过影视
剧满足普通观众与这个精英群体拉
近距离的美好想象吧。

检察官形象在日剧中也不都是
“高大上”的，也有负面甚至是矛
盾的。他们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情感
常常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观众对于
这些形象的评价与电影作品深入刻
画其内心世界有关，能够真实地体
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内在冲突和情感
波动。《刑警与检察官：所辖与地
检的 24 小时》 中，横滨地方检察
厅港口支部事务官仲户井美波，作
为真岛修平检察官的助手，全力支
持他工作的同时也会看到他不懂变
通、耍酷碰壁的出糗场面，在当警
察的哥哥豪太与上司修平之间的较
劲比拼中受夹板气，像极了在工作
和亲情中抉择困难而小心翼翼的普
通 人 。 从 早 期 典 型 的 “ 高 冷 ” 形
象，如严厉而正直的法律秩序维护
者、社会稳定捍卫者，到现如今更
多地展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多面性和
复杂性，检察官形象的刻画变得更
加立体和饱满。

同样是日本国民级偶像木村拓
哉扮演的检察官，在 《律政英雄》
中他拥有强烈正义感，为惩治犯罪
使用各种不按常规出牌的方式勇于
追 求 案 件 真 相 ， 却 始 终 能 坚 守 底
线，甚至在第二个案件中面对身为
国会议员儿子的犯罪嫌疑人，仍然
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昭雪真相。
而到了 《检察方的罪人》 中，他发
现多年前杀害自己朋友的犯罪嫌疑
人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在办理一
起老年夫妇被杀案中，借助黑道力
量亲手杀死了真正的凶手，将所有
罪责推到这名当年的犯罪嫌疑人身
上，以期其被绳之以法，最终被检
察官同事送上了法庭。在高度法治
化的当今社会，这种为追求结果正
义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做法引起了人
们的讨论和思考。

此外，影视剧中的检察官之间
的个人感情也是观众所关注的。他
们之间既有亲密的师徒关系、同事
关 系 ， 也 有 友 情 和 爱 情 的 戏 剧 元
素 。 这 些 情 感 关 系 丰 富 了 角 色 形
象，增加了故事情节的张力，同时
也展现了检察官的人性与情感。久
利生检察官和其助手雨宫舞子事务
官从开始搭档的不对付，经过一个
个案件的处理发现对方都有执着于
查明真相、匡扶正义的信念，到最
后相互欣赏吸引，是律政题材剧中
将专业与情感条线结合处理较好的
剧情，这应该也是 《律政英雄》 收
视长虹的原因之一吧。

吸引观众的多把密钥

日本的法律体系兼具大陆法系
和海洋法系的特征，其司法制度中
一些规定，如检察官在犯罪侦查、
起诉和审判等方面的权力和职责，
与 其 他 大 陆 法 系 国 家 存 在 一 定 差

异。这种制度性差异还引发了法律
学者、从业人员和编剧们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加上强大的国家司法公
权 力 与 普 通 人 的 生 活 有 一 定 的 距
离，具有神秘感和吸引力，使得他
们乐于挖掘、创作、推崇含有检察
元素的律政题材影视作品。

由此，创作者和制作方对于观
众喜好、市场需求以及传播机制有
着准确的把握和规划，配合当下日
剧特有的夸张、戏谑、搞笑风格，
对影视剧中检察官的形象进行了颠
覆性的演绎调整和重新塑造，以吸
引更多阶层、年龄段的群体。在前
几 年 热 播 的 现 象 级 日 剧 《半 泽 直
树》 中，黑崎骏一作为金融厅的主
任检察官，曾经因为其强硬的工作
风格受到同事批判。他在处理一些
高压和复杂的案件时，行为乖张、
举止惊人，是个十足的“怪胎”。
他还喜欢在情绪激动时对下属进行
肢体动作上的“偷袭”，让人忍俊
不禁。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
能力和决心则使他体现出一种专业
和庄重的形象，给人一种具备超强
职业操守的印象。

《审判长！肚子饿了》 则是以

刑事法庭为舞台的情景喜剧：搞怪
的新田正义律师与冷静的检察官就
一个个案件进行各种滑稽的激烈的
争辩，常常离题万里，从争论电子
游戏中角色的好坏、出庭证人的身
材到时下电视台热播剧集，甚至现
场高唱热门偶像组合出道歌曲，检
察官始终保持严肃而专注的面部表
情，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回
击。通过搞笑而不失严谨的反差对
比、离谱而巧妙的辩论对话，逐步
解开案件真相之谜。

日本发达的娱乐文化产业体系
是日剧中检察官良好形象得以塑造
和传播的重要基础。成熟的明星培
养 机 制 使 其 拥 有 庞 大 的 演 艺 界 群
体，可以从中挑选出身材高大挺拔、
气质出众的演员，这种外在的强干
形象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演绎的执法
者在观众心中的威严印象。比如高
仓健的身高达到了一米八，近期在

《刑警与检察官》中饰演检察官的东
出昌大身高则有一米九多，即使松
隆子、比嘉爱未等女检察官演员身
高也超过了一米七，这已远超日本
人均身高。制作方也十分注重营销
和宣传，会选择口碑与实力兼具的
演员出演剧中主角的检察官，除木
村拓哉、长泽雅美这种全民欢迎的
艺人外，松隆子、新垣结衣等都是有
着超多粉丝群体的人气明星，使得
作品知名度得到快速提升，进而对
他们饰演的检察官角色产生兴趣。

同时，这类电视剧剧情紧凑，
制作精良，短小精悍，高分剧 《法
律至上》 全剧也仅仅 11 集，共计
不 到 10 小 时 ， 却 包 含 10 个 案 例 ，
故事情节简练，甚至将许多激烈的
庭审辩论过程呈现在镜头中，却没
有让观众有出戏的感觉。《检察方
的 罪 人》《即 使 这 样 也 不 是 我 做
的》 等评分较高的电影，实际上影
长也只有两个小时左右，除了完整
讲述了案情故事，也深深刻画了检
察官在办案中的内心思想活动，以
及影片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
活。与现实相比，影视剧中的检察
官形象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夸张
和 虚 构 ， 夸 大 了 其 个 人 能 力 和 功
绩，“主角光环”加持明显，这是
增 加 剧 情 的 紧 张 感 和 观 赏 性 的 需
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影视剧中的
检察官与现实毫无关联。事实上，
现实中的检察官工作压力和困难远
比剧中展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他
们需要面对各种疑难证据、政治阻
力和舆论压力，更需要在法律和事
实之间寻求平衡。影视剧对于社会
角色的塑造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中
的观察和揣摩，一些剧情故事就是
真实发生的案例。

《检察方的罪人》 中新人检察
官观看“检方暴走”的新闻源自大
阪地方检察厅证据篡改事件。2010
年大阪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负责
残疾人邮件制度不正当利用事件的
主 任 检 察 官 前 田 恒 彦 对 案 件 证 据

“软盘”进行了篡改，且其上司即
特搜部部长及副部长知情不报故意
隐瞒，几人因职务犯罪同时被捕，
在 当 时 的 日 本 社 会 引 发 了 轩 然 大
波。在新剧 《红苹果》 中更是虚拟
了一个未来世界中的检察官，对当
前日本社会现状进行揭露，发出关
注国家民族的“醒世恒言”。

日本检察影视剧不仅给观众带
来了欢乐和正能量，加深了他们对
法治社会的信任和对正义的崇敬，
还引导观众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
和思考，并倡导着观众在日常生活
中勇于担当，保持诚实和正直，对
社会公众的价值观与社会活动产生
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影视剧中的检察官形象
高嘉徽 郭树合

《西游记》记述了“唐三藏路
阻火焰山，孙悟空三调芭蕉扇”
的故事，芭蕉扇可大可小，随心
所欲，一扇灭火气，二扇生凉风，
三扇降雨露，倘若有人被它扇一
下，要飘飞四万八千里。这是文
学作品中最神奇的扇子。

“ 入 室 许 清 风 ，对 饮 惟 明
月”，原始的扇子，大约只是对草
木之叶、鸟兽之皮因陋就简的利
用 而 已 。至 于《尔 雅》中 记 载 的

“以木曰扉，以苇曰扇”，那已经
是编织术发明以后的事情了。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扇 子 起 源 于
虞舜时期。晋代崔豹的《古今注·
舆服》载：舜帝接受尧帝的禅让
后特制一扇，以示“广开视听，求
贤人以自辅”。因舜帝有双瞳，时
人称之为“四明”。该扇如同又得

“一明”，故谓之“五明扇”。当时
的扇子除了用来生风，还用于遮
阳，所以扇在古籍中又有“摇风”

“障日”之称谓。
长 沙 马 王 堆 出 土 的 用 篾 丝

编织的木制长柄扇，就是一种仪
仗用扇，由仆从执掌，用以障尘
蔽日，象征主人的威仪。这种扇
就 是“ 箑 ”或“ 翣 ”的 一 种 ，又 称

“障扇”或“掌扇”。唐代画家阎立
本的《步辇图》中，就有唐太宗背
后侍者掌仪仗扇的场面。古装影
视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
宫女二人站在皇帝背后，各持一
把巨扇，交叉而立，那也是用于
彰显皇帝威严的一种仪仗。

殷周时期出现了“翟扇”，用
色 彩 斑 斓 的 野 鸡 尾 羽 做 成 。翟
（dí）是 古 代 一 种 长 尾 雉 ，故 而
这种扇子又称“雉扇”。《古今注》
曰 ：“ 雉 尾 扇 起 源 于 殷 世 …… 雉
羽为扇婴，以障豁风尘也。”但禽
类的羽毛毕竟有猥琐污秽之嫌，
不为当时的上层人物所赏识，因
而 羽 毛 扇 直 到 春 秋 时 期 因 为 宋

玉 才 得 以 逐 渐 流 行 开 来 。从 晋 陆 机《羽 扇 赋》可
知，宋玉乃屈原之高徒，名满天下。羽毛扇经由宋
玉使用后，自然为人们所追随效仿。

后来羽扇逐渐成为士大夫洒脱气质的一种象
征。顾荣是西晋时期江南士族的首领，《晋书·顾
荣传》有“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的记载。至于三
国时期的诸葛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
扇，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早已成为妇孺皆知
的潇洒豁达的智慧形象。

至于平民百姓所使用而有历史记载的扇子，
到了秦汉以后才得以盛行，因其形似单扇门户，故
名“户扇”，最早以竹篾编制，后有布帛丝绢之品
类。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均有使用。《汉
书·张敞传》曰：“白以便面拊马。”后以“便面”借
代扇子之说，一直流行到宋代。

西汉时，将手柄置于扇面中间的“团扇”出现
了，其形状和用法与现代略同。这种扇子先在皇宫
中流行，称为“合欢扇”。西汉才女班婕妤在《怨歌
行》中写道：“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
扇，团团似明月。”说的就是这种扇子。

团扇在魏晋以后开始盛行，尤以唐代女性使用
最为广泛，并开发出了“遮面”“护颜”之功能。现存
的唐宋时期的仕女图中，每位佳人手中都有一柄团
扇。唐代诗人王建《调笑令·团扇》一诗很形象地描
绘了团扇的功能：“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王
昌龄《长信愁》中的诗句“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
扇共徘徊”，描述生动形象。团扇还可以用来捕虫
娱乐，杜牧《秋夕》诗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
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折扇是扇子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种类，因其携
带方便，出入常藏于袖，故有“怀袖雅物”之称。它
不仅是一种生风取凉的工具，更是一种艺术品，是
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折扇最早出现于南朝，
《南齐书·刘祥传》载：“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
日。”有人跟他开玩笑：“你这样是羞于见人吗？”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有“周家折叠扇铺”。
现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把明代皇帝朱瞻基画的折
扇，扇面画有人物，落款为“宣德三年春日”。

在众多影视作品及武侠小说中，经常可以看
到背抄折扇的江湖侠客。当他们遇到敌手时，那手
中的折扇就立刻变成了威力超强的武器。很难想
象，原来是那么温文尔雅的文化生活器物，却暗藏
着如此阳刚威猛的杀机。

盛夏酷暑时，达官贵族则可以享受“人工机扇”
所带来的惬意。在一个转轴上安装扇叶，轴心拴上
绳索，使用时抽拉绳索，带动转轴，扇叶徐徐旋转，
即可生风纳凉。汉《西京杂记》载：“长安巧匠丁缓
者……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
运之，满堂寒颤。”这也许是现代机械扇的先祖吧。
真正的机械扇起源于 19 世纪，一个叫詹姆斯·拜伦
的人从钟表的结构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可以固
定在天花板上，用发条驱动的机械风扇……

在扇面上作画题字，是中国扇文化的特色之
一。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汉恒帝赐曹操“九
华扇”，十分名贵。曹操请杨修为他画扇，杨修作
画时，不慎掉下一滴墨，正尴尬无奈之际，突然灵
机一动，顺手将墨点画成了一只苍蝇。曹操看扇时
竟然误以为真，急忙用手驱赶，那只“苍蝇”却纹
丝不动。曹操十分疑惑纳闷，俯下身子察看良久，
方才弄清原委，惹得众人窃笑不止。

《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在蕺山时，一老
媪持六角竹扇以卖，羲之书五字于扇上……人竞
买之。普通一扇，经名士之手泼墨润色之后，顿时
风雅迷人、身价倍增。此后在扇面题字绘画之风一
直流传至今，且有长盛不衰之势。

扇子的风雅魅力竟使得墨客骚人纷纷拿来滋
润文笔，我国古代四大名剧之一的《桃花扇》便是以
侯方域、李香君的定情之物——绘有艳丽桃花的扇
子为题材而作，极尽抒发悲欢离合的纯洁爱情。其
曲折动人之情，即使与莎翁名剧相比亦毫不逊色。

布衣百姓对待扇子则似乎更加功利和实际一
些。“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不中不中。
再说二话，狗屁不通。”这是早年流行在民间的人
们对于扇子的独白，由此也可以推演出“盛暑借
扇”与“雨后送伞”是同样的不通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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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作为法学的基石，正如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科殷所言，探索
的是法是什么、法应该是什么类似
这样的基础性问题，足见其对法学
的重要性。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在国
外早已硕果累累，长篇短论、鸿篇巨
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直至今日，
在我国却少有人研究法哲学，少有
系统的法哲学著作问世。在此情形
下，著名法学家倪正茂所著的《法哲
学经纬》一书以洋洋洒洒近百万字
的篇幅，以极具特色的经纬脉络呈
现在我们面前，不禁让人油然而生
敬意。

《法哲学经纬》能在国外著作占
据主导地位的法哲学领域展现中国
人的智慧和水平，无疑是中国法律
界乃至学术界的荣耀。书中对中国
的法哲学史进行了系统、全面梳理，
从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法
律思想的独特魅力。

处于远古时代的夏商周时期，
天命鬼神观念流行，神权法思潮盛
行。反叛神权法哲学的第一人，非管
仲莫属。他与神权法哲学的直接对

立，是在以主张“以人为本”取代“法
自天出”的以天为本，这种站在朴素
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之上提
出来的治国理政、立法施教，难能可
贵。而要说反神权法哲学更加深入
的人，当数子产。他在反神权法哲学
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无神论
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道远，人道
迩”的命题，表达了“天人”分离的无
神论哲学观点。为此，他“铸刑书”提
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礼论”，这
表明了他在反对神权法哲学方面的
新突破。

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两千余年的
儒 家 学 派 ，奠 基 于 周 礼 ，始 创 于 孔
子。儒家法哲学奠基于周礼的“天命
糜常”论，即“天命”可变、“天命”改
属的原则是有德抑或无德；孔子将

“仁”作为儒家法哲学的根本原则，
围绕“仁”所阐发的论仁“为众德之
总”、论“仁人”、论“爱人”、论为“仁”
之方等四个方面，体现了其以人为
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其人本主义
思想的具体展开。这一变化，开始于
曾参、子思，完成于孟子。

推动儒家法哲学继续发展的下
一个人，是荀子。他在朴素唯物主义
哲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恶”
论，这是他的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因
为“人性恶”，所以需要“制礼仪”“讲
法度”，更需要“隆礼重法”。以“重
法”思想为例，主张制定、公布与宣
传 成 文 法 、罪 行 相 称 等 。学 术 的 发
展，有赖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
中国历史上，墨家法哲学最早起而
与儒家法哲学进行抗争。墨子主张

“非命”而反“天命”，提出以“力”抗
“命”；提出“兼爱”“尚贤”论，与孔子
尊崇的“亲亲”“尊尊”相对，如他将

“兼爱”作为“治”社会治乱的方法。
纵观历史，先秦法哲学论坛上，

儒、墨、道、法四家纵横驰骋，热闹非
凡。作为先秦法哲学大军的殿后者，
杂家法哲学是兼容并蓄的，它集中
反映在被司马迁誉为“圣贤发愤之
所为作”的《吕氏春秋》中。《吕氏春
秋》展现的法哲学观主要有：法律起
源于暴力争斗，从人性“欲荣利恶辱
害”出发论证“赏实”“罚充”的必要
性，天下统一必须有统一天下的法，

法随时转、及时变法。
唐代的法哲学园苑，出现了以

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两种法哲学
的对立。韩愈的道统法哲学以客观
唯心主义和人性三品说为基础，主
张上、中、下三等人有不同的品性，
因此必须立法设刑以预防犯罪、惩
罚犯罪；在实施德主刑辅过程中，要
区分不同的“品”性施“礼”行“罚”。
柳宗元则以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传
统为基础，提出了反道统法哲学观，
他把国家和法律看作是起源于“势”
即 时 势 发 展 的 必 然 产 物 ，相 比“ 天
命”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宋代法哲学论坛，就在朱熹大
谈 “ 天 理 ” 而 欲 灭 绝 “ 人 性 ” 之
时，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
义法哲学，以其切近真理而一枝独
秀于法哲学园苑，令人耳目一新。
陈亮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阐明了
他的法哲学观点：刑赏的制定亦即
法律的起源就是从天下人的“利”
出发的；从天下人之“利”出发，

“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
齐 其 习 ”， 以 求 “ 政 化 行 ”“ 天 时

顺 ” 之 “ 功 ”； 从 国 家 的 功 利 出
发，主张限制君权，严惩奸吏。

有人说，中国古代、近代没有
法哲学，而作者却以扎实的论证告
诉我们：中国不仅有法哲学家，更
有法哲学史。作者认为，中国法哲
学史既是一部法哲学的发展史，更
是法哲学家的思想史。在法哲学家
的思想、观点更替中，描绘了一幅
完整的法哲学画卷，从而推动着中
国法哲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很
多思想值得古为今用，如儒家提出
的“中庸”“德治论”，可为今天的司
法衡平理论、法治与德治论等提供
有益参考；韩非提出的法治应遵循

“与时而转”，事实上就是法律应当
与时俱进的意思，这与我们现在的
观念不谋而合；黄宗羲提出的“天下
为公”立法原则，按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立法应当更多关注社会公共利
益，关注社会的普遍正义……所有
这些，对于今天中国法治建设之推
进，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书视野宏大而不失主线、见
解深刻而富有创新，加之语言简练
而精妙，一路读来，可以说开启了
一段唯美的法哲学之旅，让人心旷
神怡而又心潮澎湃，回味无穷而又
收获颇多。因此，此书值得每一位
法律人仔细阅读，耐心品味，于法
哲学丛林中感悟其带给我们的魅力
和惊喜。

中国法哲学史的精美画卷
王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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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律政英雄》电影版

《追捕》

《正义之凛》

《审判长！肚子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