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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D_B1_E7_89_87_E3_c122_481172.htm 影片的剧情是这样

的：在云南西北蜿蜒的红土路上，缓缓的走过来这样一支队

伍：五十几岁的法官老冯，即将因政策变动而离开工作岗位

的摩梭族书记员杨阿姨，第一次下乡参加马背法庭的彝族大

学生阿洛。队伍的最后，是他们的特殊成员--一匹老马。 在

普米族的山寨，老冯热心的处理了猪拱罐罐山的事件，在摩

梭人的沼泽，阿洛因为不甚，丢失了象征国家权利的国徽，

老冯一行人求助当地的女长老，终于找回了国徽。最后，他

们走到了阿洛新娘子的家乡⋯⋯在这里，因为一个意外发生

的小案件，他们的命运和情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于和

老冯的见解和看法的不同，阿洛带着新娘子逃跑了，背叛了

这条在他看来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路。退休的杨阿姨留在寨子

里了，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伙伴，忽然衰老的老冯一个人走上

了那条孤独的路⋯⋯ 就是这样一部反映云南基层法官生活的

影片，却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影片的情节似乎很简

单，剧中的演员平实得就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的基层法

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官故事，却让我们感

动得不能自已。 法官老冯，因为政策原因即将提前退休的摩

梭族书记员杨阿姨，新分配到法院工作的大学生阿洛，一匹

老马，这就是一个基层法庭的全部成员。按老冯的话说，他

第一次从鸡头寨到鸡肚寨再到鸡尾寨，走一趟感觉像被鸡拉

出去的屎一样。这次他们花了七天时间走了三个山寨，打了

五桩官司，但几乎都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案子。 影片的



主题显然是歌颂老冯这个基层法官的。老冯的形象有血有肉

，他办案的方法也没有被大肆炫染。相反还是有缺陷的：缺

乏耐心，在庭审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自己出钱或者出力摆

平：泡菜坛子案的结果是老冯摔了泡菜坛，自己赔了五元钱

让她们再买两个新的；猪不让对方牵，老冯就自己牵着猪仔

满街跑；老冯在劝告因离婚案引发的女方霸占男方住房的纠

纷时，劝得口干舌躁，没想到最后男方看着女方可怜当场和

解，老冯白忙乎一场。老冯常常为了给大家解决纠纷,不得不

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呕心沥血解决这些民间的纠纷,却也在执法

过程中受到普通民众也包括阿洛的不理解。他的家人也因为

他日夜在外奔波,已不再过问他了。 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是“

送法下乡”的一幕幕： 一个干净的国微挂在柴堆或土墙上，

院子或街道中放着两张陈旧简单的木桌，摆上写着“法官”

和“书记员”的两块纸制桌签，被告和原告或坐着或蹲着或

站在“法庭”内的“原告”和“被告”席上，然后法官说一

声：现在开庭。这样，就开始了法庭审理，而整个庭审现场

却是闹哄哄的一片。当这样的场景出现时，很多观众都忍俊

不禁，哄堂大笑。 是啊，也许这样的庭审，真的是与我们崇

尚的程序正义差得太远。正因如此，大学生阿洛对此表现出

毫不掩饰的不屑一顾。可是，老冯这个深谙国情的老法官却

在“巧妙”地运用天理、国法和人情消化着一个个矛盾。此

时此地，大学法律毕业的阿洛却显得毫无用处，他的那些本

来是严格按照法律得出的结论甚至显得笨拙。年轻的阿洛与

老冯的差别就在于对法律与当地风土人情关系的理解不同，

他不晓得在为了一只鸡能闹出人命的地方，像猪拱罐罐山这

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会闹出两个家族之间的群体冲突进而酿



成命案。为此，老冯置法律明文于度外，接受诉讼并不顾法

官形象为被告家牵猪。可是，就是这种十分土气的办案方式

和竟然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戴，以至于阿妈打发小女儿走了

十几里山路追送东西来表示由衷的谢意。难道这不是在贫瘠

的土地上播撒着法治的种子，维护着司法的公信力吗？ “法

治”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公众的社会信仰，法学界为了这个

信仰可谓是不辞辛劳兢兢业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法学

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正如苏力的《送法下乡》中所指出

的，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

一个就是，目前的法学研究过多地注重“概念”、“原则”

、“主义”等“大词”式的研究，而忽视了在制度技术层面

思考和设计。法治的理想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

上，“没有制度和技术的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

能实现，反而可能出现重大失误。”法治最需要做的是解决

问题，所以只回答选择何种概念、何种原则，为何作出这样

或那样的选择是不够的。这些选择的结果还必须回归到现实

生活中去，接受社会的评判，并且运用选择的结果去解决实

际问题。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我们

不可能用那些“概念”、“原则”去抹煞一切差别，更不能

用它们本身来解决任何问题，只有通过司法制度和技术保障

才能将法律规则具体运用于社会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对

“概念”、“原则”等的研究就不重要或是没有意义了。《

送法下乡》中所指出的是，不能过分强调这一方面的研究而

忽视了在制度、技术层面上的研究。 《送法下乡》所谈到的

中国目前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广大基层尤其是农

村的忽视。就目前状况来看，大量学者的研究多着重于规范



性法律，也更侧重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法律需要。司法制度

的设计也是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例如抗辩制度的研究

、庭审方式的改革等等，很多问题的研究都与中国基层社会

无关或关系不大。试想一下，在一个不知抗辩为何物的农村

，又如何去谈抗辩制度呢？如果我们的法学研究不能深入到

广大农村中去，如果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将广大农村的诸多因

素给予充分的考虑，那么法律在农村就不会有什么适用意义

。对城市的法学研究与对农村的法学研究是一个平衡协调的

问题，而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忽视广大基层的法学研究是

不健全的，而在这种极不平衡极不协调的情况下谈法治更是

不现实的。由此看来，《马背上的法庭》不只是供我们休闲

时观赏的一部电影，还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它告诉我

们这些法官，要高度重视送法下乡！ 影片的结尾，以走山路

爱打瞌睡的老冯不幸失足滚落山崖收场，驮着国徽的老马在

渐渐转暗的天色中在崖边无助地等主人回来，杨阿姨在淡淡

的歌声中两滴眼泪滚落下来。 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基层

法院在办案条件、物质装备、经费保障等方面虽然还存在着

一些不足，但是只要我们有一种信念，即为人民执好法、掌

好权的崇高的信念，那么，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

难，我们都是可以克服的，勇往直前，无往而不利。也正是

因为我们有一种精神，一种秉公执法、一心为民、情系群众

的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具体工作中，就是认真对待每件案

子，无论案件简单或复杂，在对待边远山区的当事人方面，

应当尽量提供方便，在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克服自身的

一些困难，方便当事人。在对待当事人上，应多一分耐心、

多一分关心、多一分爱心，对不懂程序的应尽量给他们一些



讲解，因为我们法院肩负着向人民群众普法的重任，我们是

联系人民群众比较多的司法工作者，我们应该为人民群众撑

起一片正义与公平的蓝天，让人民群众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生

活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和谐的社

会主义法治社会。只有这样，作为法官的我们才能实现自己

的人身价值！ （作者：刘晓芬，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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