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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印迹》

前言

在历史故事当中威受法律    冯玉军    读史可以明智。    ——中国俗语    法律是故事，是我们昨天的故事
；法律是知识，是我们关于今天如何行事的知识；法律是梦想，是我们对明天的梦想。    ——美国联
帮最高巡回法院大法官肯尼迪    一、    读者诸君现在看到《法律的印迹》一书，基本内容来自作者
于2005年3月至今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第十二频道《法律大讲堂》栏目和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栏目
所录制节目的故事脚本。中央台最初的栏目叫《故事与法》，安徽台的栏目则是《明清史案迷踪》。
节目播出之后，尽管本人电视演播的经验不足，完全脱稿更是窘态百出，但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的反馈
却是出人预料得好，两个节目的收视率都还非常不错，有很多朋友观看后都通过不同方式向我表示祝
贺。我想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栏目导演和责编的高水平后期制作；另一方面大概是中国在世界上崛起、
全社会对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存在一种紧迫性了解的宏观背景所致。    《故事与法》和《明清史案迷
踪》的节目定位是：以学者和讲述人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事件、
人物进行介绍与描述，并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评析，面对最普通的电视受众宣讲历
史上发生过的或者戏剧当中耳熟能详的法律故事，深入浅出，力求趣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
一。从而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制特色，明白这些案例、事件、人物对于当今
法制建设的启发意义，在一种轻松自在地观赏当中使国民法律素质得到提高，使其人文修养得到滋养
。从内容上说，不仅要求断狱故事（以案讲史）、法制人物（以人讲史），更要求就法论事、以人说
法、借古说今。而从自我准备的方面看，就是追求一种深广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一种更加关切现实
生活的态度，培养和增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率。在做完若干期节目之后，深化自己对中国法
制史、法律思想史的相关研究。    当然，在具体准备各期节目时，由于本人的学养水平、知识资源以
及工作时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回过头来看电视录像，多有失误和遗憾之处。距离导演与制作人的要求
（主题的单一化、线索的明晰化、结构递近化、内容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视角的平民
化、语言的通俗化）更是相距甚远。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两个节目已
然定格在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历史星空，几多感慨、几多汗水，也都与种种难以企及的完美缺憾一起
，凝固在薄薄的CD盘当中了⋯⋯    二、    故事可以讲法律，法律可以是故事。中国人对通过讲故事的
方式宣介法律并不陌生，一部中国法制史在很大程度上（除了颁布一部又一部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法典
之外）就是统治者叙述故事的历史。这是因为，古时候黎民百姓往往识字不多，统治者要想让他们明
白律例、随遇而安、中规守矩、恭听王命，就不能只是颁布个法典那么简单，因为这到底不过是纸上
的法律，而不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因此，古代圣贤们除了“铸刑鼎”、“约法三
章”和“颁发《大诰》’之外，还特别强调伦理道德作为法律规则的实体内容以及最终目的的特殊作
用，特别强调统治者意识形态对被统治者的全面洗脑与灌输，同时也十分重视通过哲理著作、政论散
文、笔记小说乃至于戏曲杂剧等实现法律秩序的维持功能（诸如“春秋决狱”、“高台教化”之类）
。    本书大体上分为法律文化、法律人物、法律制度三个单元。    收录于“法律文化”单元的大部分
故事和案例本来就具有笔记小说、戏剧故事的外在形式。诸如“蓝鼎元巧解兄弟争产案”、“张举焚
猪破疑案”、“陈述古摸钟辨贼”、“赵和诈断地契案”以及“苏东坡断扇之判”原都出自文人笔记
；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都从小说戏剧中转载而来。听了这些故事，我们惊叹于古代文人法官对
案件处理的精思妙想，对包拯、海瑞等清官充满敬仰之情；读着《刑讯逼供“打”官司》、《（红楼
梦）里说“门子”》，仿佛又回到夹棍同板子并举、嫌疑人的哀号与一班衙役们“威声”齐飞的专制
统治年代；看到《城隍庙里审冤案》、《读史漫说“刀笔吏”》，我们则满怀惊奇地重温中国古人的
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惊叹徘徊在鬼神冥界与残酷现实当中的苦主冤魂们竟然也还能容纳那么多的冤
苦的浪漫与文采。与此同时，为体现古今结合，笔者专门选取《体察民情唱“巧儿”》和《解读“秋
菊打官司”》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现代中国法制故事，简述其故事，进而表达作者的一些看法。    继
“法律人物”单元对汉武帝、唐太宗、狄仁杰、包拯、朱元璋、海瑞等中国法律思想史中的关键性人
物及其故事予以叙述之后，在第三篇“法律制度”单元，我试图概略地将我国历史上从先秦直至清末
的重要案件故事讲述出来，为读者了解历朝历代的案例情况提供一个简单脉络：先秦以叔向为代表的
法官们秉公办案、不徇私情；秦汉之际封建法律从繁到简再到成熟，指导思想由法家转向黄老道家最
后定于儒家为主，如此中国法律嬗变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值得重点关注；魏晋时期除了立法技术、律学
、刑罚制度等不断成熟化与典型化外，法制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礼律并重”、礼律进一步融合
；隋唐时期法律鼎盛，案例极多，本书重点选取了“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对报复问题的法律处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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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印迹》

行了探讨。    众所周知，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明的塑造产生了
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各个朝代发生的经典案件故事也很多，世代相传、家喻户晓，不仅
体现和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态、制度构架和价值诉求，而且还因为扑朔迷离的案情、迂回曲折的
审理、令人扼腕叹息的判决而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世传奇。然而，根据这些奇案故事改编、繁衍的诸
多文艺作品固然使主题线索更为曲折紧凑、扣人心弦，更加昭示君主专制与政治倾轧的残酷，更能揭
露封建社会中各级官员徇私舞弊、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但影视戏剧毕竟属于艺术加工，对真实案情
进行了必要的虚构；报纸刊物登载的故事逸闻，也大都进行了演绎创造。    明代以重刑重罚著称，由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父子俩共同制造的明初四大案：“‘莫须有’的空印案”、“郭桓贪污案
”、“胡惟庸、蓝玉谋反案”、“方孝孺被诛十族案”，读者阅后想必会掩卷长思。空印案在朱元璋
“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思想支配下，株连甚广，获罪官员累以百计，而在血流成河的诸
般惨状背后，竟是一个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的贪污罪名；郭桓案发系由贪污，但如果不改变产生贪污腐
败的制度土壤，单靠剥皮实草、杀鸡做猴的“重典治吏”方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封建皇帝
开国之初，为了防止权臣大将觊觎皇位，总是奉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政策，株蔓牵连者达数
万人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是以朱元璋的猜忌为主因，而他们自己也未能谨言慎行、节权自律而酿成
的大案；朱棣为了获得皇位，不惜发动四年战争从侄子手中夺得政权，并对方孝孺这样有品有德之人
横加荼毒，反映出朱棣其实就是一个被权力腐蚀得没有人性的冤案制造者。总而言之，由明太祖朱元
璋和明成祖朱棣父子俩共同制造的明初四大案，读者阅后想必会掩卷长思，对封建帝王被权力腐蚀成
没有人性的冤案制造者而有品有德之人却横遭荼毒的遭遇叹息不已。    原来所谓“清末四大奇案”：
是指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即同治、光绪朝更替期间，接连发生的四起轰动全国、家喻户晓的案
件，分别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汶祥刺马案、名伶杨月楼风月案、太原杀子报案。四案都是民间
冤案，案情曲折复杂，自案发至审结朝野舆论多有关注，故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但鉴于“太原
杀子报案”相较于其他三案未必复杂，意义远非重大，于是另行搜罗，增加咸丰年间的“科场第一案
”，它是1500年来中国科举考试中牵涉面最广、追究考官职位最高的大案，意义重大，补充进来，想
必更有价值。    以上明清两朝奇案，早被街谈巷议，有的还被搬上电视屏幕，作者此番再次叙述其来
龙去脉，从不同角度提示和分析这些案件产生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技术等原因，详细探讨了
君主专制、司法专横、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官判无悔等封建司法痼疾，同时一一阐明了各种法律程
序以及罪行证据的甄别查实问题。平实言理，从容著文，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人士阅
读，是为老百姓茶余饭后准备的一道“法律午餐”，核心目的就是给读者带来更具体、更清晰的史案
解说，以正视听。    三、    在本书撰稿和节目录制过程中，先后有很多人协助我修订脚本。大家的专
业优势与勤奋态度，对这部份书稿保质保量地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法制史学界、法律思想史学
界的诸多著作和研究成果，都使作者受益匪浅。至于各篇案件故事在内容上有参考其他学者和著作的
地方，编著者对此尽可能全部予以标注，在此也一并致以崇高的谢意与敬意。    中央电视台12频道陈
德鸿导演和《法律大讲堂·文史版》的摄录团队，安徽电视台新闻频道《新安大讲堂》的主编张圆、
节目编辑朱倩、王忠东等各位朋友都使我认真了再认真，没有他们的督促、研讨，不会有如此成型合
格的讲稿，没有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甚至字斟句酌的要求，也不会有我播讲前述电视节目的良好社会
效果。    经济科学出版社决定将我的电视讲稿编辑出书，以在更大范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饱蕴
着法律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知识和思想，我本人对此深为感佩。责任编辑邓敏女士慧眼识珠，给予我极
大的宽容和耐心，并以高质量的编校工作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出版，理应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敬意。 
  法律的历史充满了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美丽如童话；法律的故事当中也有许多邪恶，这邪恶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中仍时常游荡。但我们庆幸的是，“法律上的污点都是人类自己用手涂上去的，这
些手也可以将那些污点抹去”。尽管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回答完善的法治还有多长时间就会在中国大地
上实现，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必须通过纷繁复杂的法律肉体去寻找它的灵魂；尽管还不能说本书的每一
个故事都能与诸位尊敬的读者产生共鸣、带来意义，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需
要法律灵魂的护佑；中国未来的社会价值，需要法律精神的充填。    冯玉军    2012年12月1日于北京世
纪城寓所

Page 3



《法律的印迹》

内容概要

《法律的印迹》内容简介：中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制定了意味隽永
的法律制度，涌现出许多性格鲜明的法律人物，发生过无数扣人心弦的法律故事，形成了灿烂辉煌、
博大精深的法制文明。《法律的印迹》一书对中国法律历史中有典型意义的律例人事进行深入浅出地
讲述和理性公正地评析，中西对比、古今映照，力求趣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广
大读者可以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提升法律水平和人文素质，加深对历史真实的了解。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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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玉军，1971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担任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
务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央电视台
第十二频道策划人、“法律大讲堂（文史版）”栏目主讲人（2005.2至今）。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十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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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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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印迹》一书是人民大学法学院冯玉军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第十二频道“法律大讲堂”栏目和安
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栏目所录制的节目故事脚本改编而成的，内容丰富详实，可读性强，受众面
广，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法律普及读本。《法律的印迹》一书是以学者和讲述人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法
律思想文化中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事件、人物进行绍介与描述，并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各种问题
进行评析，同时也有趣地讲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或者戏剧当中耳熟能详的法律故事，深入浅出，融趣
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是一本人人能读懂，能理解，能记住的法律书籍。《法律的印迹》一
书告诉我们法律的历史充满了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美丽如童话；法律的故事当中也有许多邪恶
，这邪恶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中仍时常游荡。但我们庆幸的是，“法律上的污点都是人类自己用手涂上
去的，这些手也可以将那些污点抹去”。《法律的印迹》可以更好地告诉我们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
需要法律灵魂的护佑；中国未来的社会价值，需要法律精神的充填。金牌法律畅销书，法律大讲堂（
文史版）栏目主讲人、人大法学院教授冯玉军力推新作，在学者的角度解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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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故事的视角写中国法律史，打破枯燥乏味，尤其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值得一读，还能学到一些
专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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