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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科幻小说家史蒂文生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做《化身博

士》。史蒂文生创作这部小说源自一则社会新闻，报载一位

名叫威利?布洛的英国人，以工会会长身份当选为市议员，在

当地相当受人敬重。但是到了晚上他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

偷，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18年，在一次偷画的过程中失手被

捕，判了绞刑。史蒂文生由此生发了创作《化身博士》的灵

感，写一个医学博士杰克为好名声所累，为了解放自己，用

药物实验创造了一个新我－－?外貌与性格都与杰克相反的海

德先生。白天的杰克高尚善良，夜晚的海德则凶残狡诈，最

后是失去控制的海德反而完全取代了杰克。 从医学常识而言

，这种人格分裂的情形，一般只能发生在活生生的自然人身

上。可是，最近我却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天津南开法

院，竟然也会罹患这种怪病的。 这个发现，来自两篇风格和

内容迥然不同的新闻报道，一篇是《华夏时报》的《天津一

法官被指法院内殴打北京律师》；另一篇是《人民法院报》

的《南开法院：百姓心中筑丰碑》。前者报道了因为一起拆

迁案件的起诉，南开法院的院长、庭长和一群法警，在本院

的立案大厅里殴打律师、以武力驱逐百姓的暴力事件。后者

则报道了在天津市老城厢拆迁工程中，南开法院的院长、庭

长和46名法官是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百姓自

愿搬迁，获得百姓交口称赞的感人事迹。两篇报道的风格与

内容的反差之大，委实令我惊叹不已，谨摘录几段新闻报道



原文，供列位看官品评鉴赏： 《南开法院：百姓心中筑丰碑

》： ⋯⋯被执行人王某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均患有精神病，仅

有的一个儿子神志也并不怎么清醒。一家三辈儿人除了一间

１１平方米的屋子外，还搭盖了几间违章建筑。如按规定，

给王某一家的补偿费约５万余元。王某的妻子自从拆迁开始

后，情绪就焦躁不安，有时犯起病来，竟打着旗子连续几天

在房顶上不吃不喝呼喊叫骂。为了让这户人家按裁决规定的

时间搬迁，法官杨士勇与王某谈了多次，都被顶撞回来。］ 

行政庭庭长王学林晚上亲自登门去做思想工作。谁料，王某

竟然声称：“你们如果不给我解决问题，我们全家就不活了

！谁叫我走，我就和谁同归于尽⋯⋯”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

阵势，法官们并不慌乱，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肯定得出人命

”的关键时刻，竟神话般地将王某劝到了指挥部。在指挥部

里，法官耐心地向王某讲政策、摆道理，苦口婆心向他晓以

利害，并适时向拆迁单位提出了司法建议⋯⋯最后的结果怎

么样？只要看看王某花钱特意为法院定做的锦旗就什么都明

白了。 ⋯⋯居民赵某十年前就得了肺结核疾病，家有私产平

房３间。拆迁之际，除了他与妻子和孩子居住一间外，他的

母亲和兄长各住一间。这些年来，赵某为了治病欠了亲戚、

朋友一屁股债务。为了保证案件的顺利执行，法官把执行工

作向外延伸，挤时间协调他家的家庭纠纷，法官们几乎踏破

了他家的门槛，最后总算帮助他与家人达成了协议，将补偿

的１８万元给他兄长１０万，给他本人８万，其母由其兄长

赡养。谁料，很偶然的一件事竟激恼了赵某，把原先商量好

的方案全推翻了。出现异常情况后，法官们并没有采取简单

的强制执行的办法，相反，经认真分析赵某家的实际情况，



向拆迁部门提出：“如果给赵某钱，他也许会先还债而未必

用这笔钱买房。如果真是那样，肯定又会给社会留下新的隐

患⋯⋯” 几天以后，赵某的妻子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看完指

挥部为他们家安排的两室一厅楼房后，骑着自行车一溜烟就

奔到了指挥部。见到法院法官，“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感谢政府，感谢法官为我家解决了大难题 ⋯⋯据统计，从

执行二庭的法官们进入老城厢拆迁现场，到工程全部告竣的

１０８天里，南开法院的法官们共立案执行了３１２８件案

件，强制搬迁的不足５％。共收到被执行人送来的锦旗和表

扬信３０多面（封）。法官们用无声的行动维护着法律的尊

严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百姓心中筑起了一座“执法为

民”的丰碑。 《天津一法官被指法院内殴打北京律师》： 王

学林见到王令等人后，按照诉状一一核对当事人的身份，最

后指着王令问：“你是什么人？”王令随即表明了律师身份

，并出示了律师执业证。之后，王令向王学林询问道：“同

志，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有没有个决定出来？”王学

林表示当事居民应该一户一户起诉，如果像诉状上所列的那

样联合起诉，就不予立案。对于这种说法，王令当即进行解

释：“像这样对一个拆迁变更公告起诉，属于必要共同诉讼

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是必须合并为一个案子起诉的。当然，

法院如果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把诉状拆开，挨个起诉。

”王令回忆了接下来与王学林的对话，这些对话后来被多名

目击者证实： “你们挨个起诉，我们也不受理，你起诉的不

是具体行政行为。” “你们不受理总得有法律依据吧，要不

你给我下个裁定？” “裁定我不下。” “那你收下我的材料

，总得给我开收条吧？” “收条我也不开。” “那请问一下



您是什么身份，能不能代表法院？” “我就是法院，法院就

是我，我说不立案，就是不立案。” ⋯⋯王学林当时就隔着

桌子用右手向王令挥出一记勾拳，王令一侧身，没打着。⋯

⋯王学林伸手一拽，王芳一个踉跄，歪倒在桌旁的一只小柜

上。⋯⋯这时，原本站在办公区的十几名法警一拥而上，冲

向那名拍照的居民，随后，一部分居民被冲出的法警拥到立

案大厅门外，另一部分居民自己跑了出去。⋯⋯这时，王令

见到王学林站在立案大厅门口，遂跑上前去，再三要求想见

院长，以妥善处理此事。“不料，王学林突然凑上前来，在

我耳边说：‘你晚上走路小心点。’听到这话，我十分震惊

，就对站在王学林身后的法警复述了这句话，请求对方凭良

心为我作证。”现场多名目击者称，当时王学林发现后，用

左手一把抓住王令的衣襟，同时用右手掐住王令的脖子。“

我顿时无法呼吸，脑袋一下子就蒙了。”当有人把王学林拉

下来后，王令的脖子上已留下了清晰的红印。⋯⋯法警一哄

而上争抢杨亚宁相机时，64岁的刘燕茹被推出门外。“十几

个法警一拥，我就倒在了院里的地上。” 刘燕茹感到心里不

舒服，同去的居民找来速效救心丸给她吃。“连谁给我搁嘴

里的我都不知道。”居民们打算把刘燕茹抬进立案大厅休息

，但却遭到阻止。“我听到有人说‘不能进屋，原来在哪还

搁哪’，没办法，我就只能在地上躺着。”⋯⋯ 看完这两篇

报道，给我的感觉是：“法官打律师”事件中的南开法院，

虽然不敢说有点象对付犹太人的冲锋队，却难免长着海德先

生的面孔了。而天津老城厢拆迁现场的南开法院，固然不是

什么救民于水火的观世音菩萨，却处处体现着济世活人的“

良医风范”。一会“对待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一会“对



待同志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一面类于天使，另一面则近

乎魔鬼，这两副不同的面孔，集中在同一个南开法院、同一

类拆迁案件、乃至同一个王学林庭长身上，委实让我怀疑这

家法院究竟是否患上了“人格分裂”症了？ 但是，我宁愿相

信以上的两篇报道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中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的逐渐嚣张，以

及官商合谋盘剥百姓的流氓拆迁行为日益合法化，才致使一

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丰碑”腐变成了网民口诛笔伐的恶衙

门。 我还不能说南开法院已经完全堕落，因为它毕竟在今天

乃至以后依然会做出许多正确合法的判决，它所身负的责任

要求它如那个杰克博士一样以高尚的品格去维护社会的公平

和正义。 从两篇冰碳同炉、大相径庭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还

可以看出，与其说人格分裂是一种南开法院的“精神疾病”

，还不如说是法官受制南开法院、南开法院受制政府和自身

利益、政府又受制外商的一幕跌宕起伏的活报剧，而剧中的

官商同盟其实就是凶残狡诈的“海德先生”了。这种奇特怪

病的发生，也是我国司法不独立的一种独特折射和反映，所

以有法学研究者指出，“没有制约和监督的司法改革只能导

致司法独裁和司法腐败”。这种“双重”乃至“多重人格”

的病态法院形象无疑将让人们对司法改革乃至整个国家法治

的发展前景深感忧郁与悲观。 因此，我们必须预防和制止那

失去控制的海德完全取代了杰克，我们必须让法院只服从法

律和公开而普遍的人民监督，才能最终达成司法改革乃至整

个社会改革的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