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纵横
编辑/龙平川 校对/台霙霏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4年 8月 17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zhfk3615@163.com

阅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吾乡水
系发达，河流纵横交错，一丛丛群聚
而生的菖蒲与莲荷一样，是最常见
的水生植物。梅雨季节，菖蒲长势旺
盛，郁郁葱葱，修长挺拔的茎叶，如
青锋出鞘，泛着幽幽的凛然之气，在
风中舞动，在水上挥扫，展示着无限
的活力和魅力。

菖蒲，又名野菖蒲、山菖蒲、臭菖
蒲，取昌盛之意，多年生草本植物，原
产于我国云南，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
足的环境。历史上，人工栽培菖蒲，可
以上溯到汉代。据《三辅黄图》记载：

“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
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吕氏
春秋》说：“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
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这是
最早记录菖蒲生长的文字。

初春，河水送出了春讯，菖蒲根
在水底潜滋暗长，为茎叶生长积蓄
能量。新长的根茎，圆润饱满，脆嫩
清香，是一道好菜，俗称蒲根。“一箸
脆思蒲菜嫩，满盘鲜忆鲤鱼香。”明
代诗人顾过把蒲根与鲤鱼相提并
论，他在病榻上，仍然对蒲根念念不
忘。蒲根我不曾吃过。当年孔子厄于
陈蔡，与众弟子被困在陈国南坛湖
的小岛上，断粮七日，就是靠采菖蒲
充饥，才得以续命，《史记》《论语》
《孔子家语》等诸多典籍均有记载。

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
伊水》里说：“石上菖蒲，一寸九节，
为药最妙，服久化仙。”菖蒲被奉为
延年益寿的仙草，岁朝清供中常见
其身影。服食菖蒲能否成仙，恐怕无
人知晓，倒是有人知道菖蒲是长寿
草，如果养法得当，可以世代繁衍永
生。民国时期，学者徐珂在《清稗类
钞》里记载了一段轶事：清末，有一
个周姓老翁，养石菖蒲三十余盆，都
是康熙、乾隆时的旧物，历经两三百
年光阴，仍然茂盛细密。只是可惜，
那些溪流顽石间的菖蒲，即使生长
了千载万年，却无人关注。

菖蒲是良药，尽人皆知。祖国医
学宝典《神农本草经》中有载述 ：

“(菖蒲)味辛温，主风寒湿痹，咳逆
上气，开心孔……通九窍……久服
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明代医
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从
释名、种类、特性、药用价值等方面，
将前人研究菖蒲的成就和自己所掌
握的知识进行疏理，得出菖蒲味辛、
性温、无毒，可治疗癫痫风疾、痈疸、
热毒、湿疮、喉咙肿痛的结论。

菖蒲茎叶颀长，尖头薄刃，形如
刀剑，洋溢着浓烈的辛辣气味，民间
认为可以辟邪，被视为灵草。《清嘉
录》中说：“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
以桃梗、蒜头 ，悬于床户 ，皆以却
鬼。”华夏大地，每逢端午时节，家家
户户悬菖蒲和艾叶于门上，以辟邪
驱瘴，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古人认为，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
安淡泊”，无需土壤，拔幽涧山石生长，有君子之德；
长年青翠，满目葱茏，质朴而芬芳，有山野之韵；茎叶
挺直，清雅俊秀，无媚俗之姿，把菖蒲与兰花、菊花、
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许多文人雅士对菖蒲挚爱
有加，将它置于案头，当神一样供奉起来。一池净水、
两块山石、三丛青苔，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山水画，蕴
藏着万千风雅。这种风雅到了唐宋时期尤甚，以至于

“园无石而不秀，室无蒲而不雅”在文人雅士心中根
深蒂固。那时，苏轼是玩家之一，他对菖蒲情有独钟，
写了一篇《石菖蒲赞》加以褒赞：“节叶坚瘦，根须连
络，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

菖蒲入诗，《诗经》为先。《诗经·国风》云：“彼泽
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中用菖蒲
和荷花，来烘托美人，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把诗
人内心真挚的爱，衬托得十分强烈。东晋道教学者葛
洪撰写的志怪小说集《神仙传》中，有写菖蒲的篇幅，
说它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草。

唐代，养菖蒲在文人雅士中蔚然成风，菖蒲题材
的文学创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李贺、李白、张籍、元稹
等人，都不吝笔墨描绘菖蒲，特别是李白、张籍等人，
写了多首以菖蒲为题的诗篇。其中，张籍《寄菖蒲》的
诗文颇有意趣。为了让别人服食菖蒲，假借神仙之
口，把菖蒲说成返老还童的神草，甚至能白日飞升。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头青面
如雪。逢人寄君一绛囊，书中不得传此方。君能来作
栖霞侣，与君同入丹玄乡。”张籍巧舌如簧，说得天花
乱坠。

自宋至明，菖蒲题材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包括
谢枋得、杨万里、陆游、欧阳修、辛弃疾、解缙、汤显祖
等人，都为菖蒲写下了不朽的诗篇。陆游酷爱菖蒲，
采蒲、养蒲、食蒲、写蒲，被人称为“蒲痴”。陆游爱蒲，
并非附庸风雅，而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将一身傲
骨寄予菖蒲。他一生写了很多关于菖蒲的诗词。在
《龙门洞》中，借菖蒲的盘根错节，暗喻自己铮铮风
骨。在遭受权贵排挤，报国无门的悲愤中，写下《书
叹》：“雨夜孤舟宿镜湖，秋声萧瑟满菰蒲。书生有泪
无挥处，寻见祥符九域图。”郁郁菖蒲，见证了诗人壮
志未酬。

古人写菖蒲，今人也写。当代作家储劲松养蒲写
蒲，用心聆听菖蒲的生物密码，用笔书写养蒲的感
悟，一月得一篇文章，写下洋洋万言的《菖蒲月令》。
写完后，他在文尾风趣地说：“是菖蒲如蜘蛛结网，自
己吐字成文”。

菖蒲入药入诗也入画。清代，金农有一幅《菖蒲
图》，画面是大小不同的三盆菖蒲，菖蒲短而细密，形
如出家的小沙弥，超凡脱俗，禅意无边。画上题跋：

“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曾享尧年千万
寿，一生绿发无秋霜。稽留山民题并画。”笔法古拙，
构图奇趣，寓生秀之色，颇具禅家虚灵宁静之气。郑
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也常以菖蒲入画，一幅幅
尽显清幽雅趣。

“菖蒲是天然的诗篇，叶子是参差的诗行。”不起
眼的菖蒲，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寄托了文人雅士
高洁淡泊的风骨与审美情趣。在养蒲中怡情修性，观
蒲中淡泊明志，而不是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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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 6 月 30 日，灿烂阳光铺洒大西洋
的根西岛，流放中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兴
奋地宣布，历时 30 余年，120 万字的《悲惨世
界》完稿。

海墨树笔，竹纸花书。这是一轴辉煌的画
卷，一部浩瀚的史诗，一种博大的精神，一股
摧毁旧世界的磅礴力量。它充满瑰丽炫目的
色彩，带着肆意无羁的翅膀，鞭挞黑暗丑恶，
描颂真善美，勾画出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华
彩篇章，被称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从大地风雷起，萦纡林壑隐乾坤。雨果
的小说《悲惨世界》蕴含着丰富的法律命题，
放射出璀璨的历史光芒。至今重温，依然撼人
心魄，叹为观止。

1.
《悲惨世界》以苦役犯冉·阿让在米里哀主

教感召下重生，警察沙威对其不懈追捕作为主
线展开。小说中，米里哀主教是冉·阿让浴火重
生的精神力量，芳汀是冉·阿让救赎的动力。芳
汀有多苦，冉·阿让担负养育她女儿珂赛特的
责任就有多重。沙威是冉·阿让走向重生的障
碍，是旧制度的守护者。德纳第夫妇是社会的
毒瘤，德纳第的大女儿爱潘妮沦落风尘、两个
小儿子流落街头的故事情节，丰富了《悲惨世
界》的内涵。滑铁卢战役、六月暴动、城市下水
道等等，烘托了波谲云诡的历史背景。

冉·阿让的苦难源于一起盗窃案件。冉·
阿让为了养活姐姐家的 7 个孩子，偷了一块面
包被判刑五年，4 次越狱累计加刑至十九年。
出狱后，他背负苦役犯、危险犯的罪名，找
不到工作，无处居住。冉·阿让得到米里哀
主教的盛情款待，离开时却偷窃了主教的银
餐具。被警察抓回教堂时，米里哀主教反而
又送给冉·阿让一对银烛台。他郑重地对冉·
阿让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
都是您的……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
那制造黑暗的人。”他鼓励冉·阿让：“您不再
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们应当害怕自己
的灵魂，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米 里 哀 主 教 将 慈 爱 和 恩 典 置 于 律 法 之
上，冉·阿让被感化了。他幡然悔悟，化名马德
兰，后来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开设免费药房，
救济穷人，并当上了蒙特勒依市长。“当你跑
得足够快，耳边除了风便没有了风言风语。”
他似乎重获新生。

但重生之路并非鲜花铺就，当冉·阿让春
风得意时，真正的考验来了。他遇见流浪街头
的妓女芳汀，一个受浪荡公子引诱并被抛弃
的可怜女人，一个剪了满头金发、拔掉两颗漂
亮门牙，将辛苦挣来的法郎寄给暂时收养其
私生女的德纳第夫妇的女人。冉·阿让施救不
及，在芳汀临死前，答应全力保护芳汀的女儿
珂赛特。此时警察沙威也尾追而来，冉·阿让
甘冒被认出来的危险，仍然出手救下了马车
下的割风老人。最致命的是，一个叫商马第的
人被冠以“冉·阿让”的名字正在接受审判，将
要重新押回土伦监狱。接踵而至的危机，成为
考验冉·阿让救赎的关键。

此刻，冉·阿让面临着是否自首承认的艰
难抉择：承认，等于失去自由，重回监牢；承
认，意味着为了一个人，蒙特勒依城千千万万
的人重新忍饥挨饿；承认，小珂赛特的命运无
法改变，冉·阿让无法面对曾经对一位多灾多
难母亲的承诺。不承认，耳边响起米里哀主教
的教诲，自己的良心不安，他的德行会被一种
罪恶所污染；不承认，必然面临“他偷盗另一
个人的生活、性命、安宁和在阳光下的位子！
他正在做杀人的勾当”！

在承认便“留在天堂做魔鬼”，不承认便
“回到地狱做天使”之间，他还抱有“幻想和假
设”的第三条路：“如果我今夜生了大病，明天
早上起不了床，救不了商马第，上帝不会责怪

我；假设我明天在路上遭遇车祸或拥堵，到法
庭时审判已经结束，上帝会宽恕我已经尽力而
为了；假如那个商马第本身就是个宵小之辈，
上帝也不会让我为了一个歹徒而牺牲自己。”

冉·阿让备受煎熬。

2.
经过一夜翻江倒海般的反复诘问，冉·阿让

认为“命运是这样注定了的，自己没有权力变更
上天的旨意”，于是在历经马车轮折断、修车借
车、走错岔道等一切足以让上帝认为冉·阿让已
经尽力的情况下，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不留下任
何借口和托词，当天夜里赶到了尚未结束的审
判现场。在这里，冉·阿让又看见了 27年前审判
他的人，那一群群携带棍棒的狱卒、手持钢刀的
警察、戴着高冠的总主教。在这里，一个惊人的
声音出自他之口：“我就是假释犯冉·阿让！”

冉·阿让被沙威重新押回监狱后再次逃出
缧绁，但那个世界再无冉·阿让立锥之地。他赎
买了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冒死从下水道背出女
儿的恋人、命悬一线的马利尤斯，放走了被义
军俘虏的警察沙威。最终，心怀救赎的冉·阿让
在“我已经尽力了”的喃喃自语中溘然长逝。

雨果这样概括冉·阿让的一生：“从恶走
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
天明，从欲望到良心……”

雨果说：“在外表的寂静下有荷马史诗中
巨灵的搏斗，密尔顿诗中龙蛇的混战，但丁诗
中幻象的萦绕。”《悲惨世界》除冉·阿让的人
性纠结外，还存在温情脉脉面纱之下的法律
价值冲突，暴露出那个远去时代的法律的荒
谬与沉沦。

冉·阿让入狱十九年，是罚当其罪还是罪
刑不适？偷了一块面包，“这能不能不算是件
严重的事呢”？对此，作者不无怀疑地反问：

“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
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这种做
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
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作者进一步发
问：“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不是
唯一有过失的人？”造成男子贫穷潦倒、妇女
饥饿堕落、儿童黑暗羸弱的责任究竟是谁？

苦役犯、危险犯的标签是否如影随形无
法磨灭？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对影响农作物生
长但又有药用价值、采集麻烦的荨麻草有这
样一番表述：“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
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
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他还说：“世
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
人。”这个坏的庄稼人就是“对曾经一度触犯
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嫉恨和厌恶”的
警察沙威们。雨果认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主张用道德和仁慈销毁犯罪标签，“将来人们
会把犯罪看作一种疾病，由一批特殊的医生

来医治这种病。医院将取代监狱”。
芳汀因为误会，吐了冉·阿让一口唾沫；

芳汀奋起反抗，恶少把雪团塞进她的衣衫，但
警察沙威看见的，是一个下等人竟敢冒犯一
个绅士、一个下等人竟敢冲撞拥有财产和选
举权的公民的一桩大罪，便随手判处芳汀六
个月的监禁。法律的不平等保护标准取代了
是非善恶准绳，作者借冉·阿让之口大声疾
呼：“荒唐的法律，你让恶者更加逍遥法外，善
者在残酷的法网中憎恨社会，这样的法律，只
能是不公世界的帮凶。”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
情状由此呼之尽出。

沙威的不懈追踪有错吗？秩序和正义、法
律和良心，二者的博弈由来已久。沙威对法律
虔诚执着，执行法律不折不扣，“自己的父亲
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
告发”。当他被起义者绑在行刑柱上，他以殉
教 者 的 姿 态 和 执 法 者 的 倨 傲 望 着 周 围 的 骚
乱，毫不畏惧。沙威执法没有错，错的是当
时的法律本身，错的是沙威对正义和良心的
视而不见——错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带来
的沉痼。当冉·阿让放走了沙威，沙威不再纠
缠冉·阿让，两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在雨果看来，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
良心，必定是司法的悲哀。被誉为人道主义作
家的雨果，名副其实。

3.
雨果对恶法深恶痛绝。他曾说：“但丁用诗

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
狱。”对恶法的鞭笞，其实是对良法的呼吁。冉·
阿让的不幸貌似是因为偷了一块面包，然而雨
果意识到了不公正法律背后的制度因素，“悲
惨世界”的历史原因，并将其放在广阔的 18 世
纪末 19世纪初法国社会历史中细密考察。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
加剧，“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的伏尔泰、
写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以及出版《论法的精
神》的孟德斯鸠，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三驾马
车”。波旁王朝三级会议的中小资产阶级、工匠
和律师慷慨激昂地背诵《社会契约论》，开启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1792 年，法兰西第一共和
国成立。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此后
历经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专政、热月党、督政
府、执政府等反复争夺，革命党和保王党城头
变幻，至 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遭
到欧洲贵族阶级的疯狂反扑，1814年波旁王朝
复辟，1815 年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沦丧，又经
1830 年七月革命、1832 年六月暴动等历史浪
潮，法国在翻腾不已中伤痕累累。

在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中，冉·阿让的个人
命运始终难逃历史洪流的激荡。1795年入狱，至
1815年出狱，正是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际，及至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六月暴动，恰是民主共和
和封建专制激烈交锋的年代。当巴黎欢呼自己
的资产阶级英雄拿破仑像初升的太阳在意大利
升起之日，正是冉·阿让仅仅因为偷了一块面包
被投入监狱之时。荣光鼎盛的拿破仑大军纵横
欧洲，对应的是冉·阿让在监狱的十九年苦役。
体现在冉·阿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的纠缠，是法
国革命历史春寒搏杀的较量。芳汀的悲剧、珂赛
特的苦难、冉·阿让的法律枷锁，以及昏暗的贫
民窟、幽深的下水道——众生的悲惨世界，是当
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剪影。

雨果带着历史责任浓墨重彩于 1832 年巴
黎风暴，塑造了安灼拉、马白夫、伽弗洛什三
个为共和主义献身的英雄人物。他将司法正
义置于最高处，反对“法治之上的强权”，他在
伏尔泰百年忌辰时说：“底部是人民，在人民
之上，是教会代表的宗教。在宗教旁边，是司
法代表的正义。”他思想中的宗教性是那个时
代抹不去的色彩，但他的人民性依然与今天
的我们心有戚戚焉。

历史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重复。黑格尔
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
出现两次，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中指出：“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
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因
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1848 年到 1851 年的法
国仿佛就要重演 1789 年到 1799 年的历史，路
易·波拿巴试图模仿拿破仑一世重建帝国辉
煌，然而历史却让他沦为阶下囚。从冉·阿让
入狱的 1795 年至 1861 年大西洋孤岛上的阳
光，雨果历经两次历史重演，洞悉人间悲剧，
渴望打碎那个悲惨旧世界，悍然发出“既然黑
夜是从王座中化出的，那么就让光明从坟墓
中放射出来吧”的豪情。他在巴尔扎克墓前的
诔词中说：“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终
结，而是开端！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这
样的坟墓，就是不朽的明证！”

雨果创造出使人类自惭形秽的作品，“仿
佛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邃、不可避免、
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作出无穷无尽的解
释”。雨果同样流亡十九年，流亡中的 1860 年，
当英法联军抢劫焚烧圆明园时，他大声谴责
强盗的抢夺和纵火行径；他留下遗嘱，将 5 万
法郎悉数捐给穷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上
去往墓地；苦力们凑钱买《悲惨世界》轮流阅
读，他死后万人空巷。他身上闪现的浪漫民族
的理性之光，承载着“某种法兰西理想”。他呼
唤正义和良心的声音，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

雨果：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孙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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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谦谦
君子，本来出于好心，为了和曹操交好而宴
请、护送曹父，不料却弄巧成拙，反而得罪了
曹操，引得曹操起兵攻打。此人就是徐州太守
陶谦。

话说曹操奉诏剿灭西凉军，在青州广招
义士，部下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震山东。事
业有成的曹操当然想着要恩泽家族，于是遣
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琊郡取其父曹嵩。曹嵩接
信，与曹操之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余人，
带从者百人，车百余辆，径往兖州而来。曹
嵩一行途经徐州，陶谦得知后乃出境迎接，
大设宴筵，款待曹嵩两日。曹嵩要行，陶谦
又亲送出郭，更遣都尉张闿带兵五百护送，不
想半路上张闿等人杀人越货后逃之夭夭。曹
操闻之，哭倒于地，乃切齿曰：“陶谦纵兵杀吾
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
方雪吾恨！”

对于此事，有人说陶谦好心没好报，有人
说陶谦偷鸡不成蚀把米，实属罪有应得。那
么，在“报父仇曹操兴师”的故事中，陶谦到底
冤也不冤？

欲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分析陶谦行为的性
质。从法律上讲，陶谦之行为，是好意施惠行
为。所谓好意施惠，是指当事人之间并无设定
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只是一方当事人出
于良好的道德风尚而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

的行为。好意施惠行为具有善意性，好意施惠
的行为人纯粹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基于人情世
故和道德伦理实施该行为；好意施惠行为具有
无偿性，行为人在实施该行为时不以营利为目
的，而是出于帮助他人的想法；好意施惠行为
还具有社会性，一般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关系，属道德范畴。

我们来分析一下陶谦的行为。陶谦并无
宴请曹嵩或者护送曹嵩的合同义务或法律义
务，他出城迎接曹父，设宴款待并遣张闿带五
百兵士护送，仅仅是因为其“向欲纳结曹操”。
同时，陶谦在宴请或护送曹父的过程中，并未
向曹操索取金钱、官职等对价，系无偿而为。
从上述分析来看，陶谦的行为纯属情谊行为，
符合好意施惠的特征，可以认定为好意施惠
行为。

好意施惠行为因其无偿性、善意性、社会
性的特点，法律一般不加干涉。因此，陶谦宴
请曹嵩，并遣张闿带兵五百护送，只是君子协
议，倘若陶谦后悔，未派遣兵士护送，亦无须
承担违约责任。此外，陶谦虽遣兵护送，但路
途 之 上 曹 嵩 因 自 身 或 他 人 之 原 因 遭 受 的 损
害，只要陶谦护送之队伍已尽到普通人的注
意义务，也不用对此承担责任。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曹操闻听其父
被杀，大兴报仇雪恨之兵时，陈宫星夜见曹操
劝谏：“今闻明公以大兵临徐州，报尊父之仇，

所到欲尽杀百姓，某因此特来进言：陶谦乃仁
人君子，非好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乃张闿
之恶，非谦之罪也。”可见，陈宫内心即认为陶
谦出于好意，不求回报，张闿杀曹嵩，非陶谦
之错。陶谦也颇感委屈，他同样也用这样的理
由为自己辩解。曹操兵临城下，陶谦引兵出
迎，出马于门旗下，欠身施礼告曹操曰：“谦本
欲结好明公，故托张闿护送。不想贼心不改，
致有此事。实不干谦之故。望明公察之。”

上述辩解从情理上虽有一定道理，但在
法律上却是站不住脚的。盖法律对好意施惠
行为虽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施惠的行为人并
不因此豁免所有的责任。根据侵权法的一般
原理，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
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如果陶谦在实施好
意施惠行为时构成侵权，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问 题 是 ，陶 谦 是 否 需 要 对 张 闿 的 行 为 承 担
责任？

我们先看看曹嵩一家是如何罹难的。小
说中写道，曹嵩率家小行军途中，适逢夏末秋
初，大雨常至，行军途中遇到暴雨，乃投一古
寺歇宿。曹嵩安顿家小，命张闿军马屯于两
廊，兵士衣裳被雨打湿，同声嗟怨。张闿乃与
手下头目密谋：“我们本是黄巾余党，勉强降
顺陶谦，未有好处。如今曹家辎重车辆无数，

你们欲得富贵不难，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将
入去，把曹嵩一家杀了，取了财物，同往山中
落草。此计何如？”众皆应允。于是，张闿率兵
杀尽曹嵩全家，取了财物，放火烧寺，逃奔淮
南去了。

由上述过程来看，曹嵩一家遇害并非陶
谦授意为之，而是张闿贼心不死，杀人夺财。
陶谦感到委屈，属实有之。不过，向曹操好意
施惠的主体不是张闿，而是陶谦，张闿只不过
是陶谦施惠行为的辅助人，张闿杀人发生在
其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而陶谦明知张闿是黄
巾余党归降而来，对其是否真心归降不加审
查，甚至将带着辎重无数的曹嵩一家交由张
闿护送，由此才发生贼众见钱起意，杀人越货
的悲剧。因此，曹操愤而举兵，剑指陶谦，从法
律上说，很难认定为奸雄的霸道行径，反而是
有其依据的，而陶谦因此亦难说冤屈。只不
过，冤有头债有主，曹操伐陶谦则可，但在此
过程中残杀百姓，则显属滥用暴力了。

陶谦虽须对曹操承担责任，但这是外部
关系，就内部关系而言，终局的责任主体应为
张闿。因此，从理论上说，陶谦对外承担了责
任之后，对内是可以向张闿追偿的。不过，从
小说的描述可见，最终曹操并没有手刃陶谦，
但陶谦因忧虑和战事而病死，并在临死之际
将徐州让给了刘备。这件众说纷纭之事也就
因陶谦之死而不了了之了。

好意施惠生祸端，陶谦到底冤不冤？
——《三国演义》之法意遐思④

睢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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