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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多月，终于盼来了分数线。360的分数线一出炉，对大

多数考生来说，大概是个什么感觉呢？果真是360分！还真

是360分！也许搀杂着这两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慨吧。其实，

此前，虽然很多考生心里很可能这样祈祷，低点吧，再低点

，最好低于360分！可别高于360啊，千万可别！可是，他们

心里也许都有这样一种潜意识：分数可不就是360么！这有什

么好怀疑的！也许这就是整个事实的最大真相。 定了这么个

大多数人既意料中又意料之外的360分，排除录取比例的考虑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比例是不是恰恰就是7%或8%这个司法

部念念不忘的数字，不过，天下没那么巧的事。）司法部的

领导真是摸透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从

小生活在一个考试大国，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上了考场，一

直考到前不久结束的司法考试。在这千百次考试中，有个分

数线对于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太无法忘却了。什么线

？60分的及格线。也许这个分数在外国人的脑海中和50分

、80分没有任何区别，可是对于一个中国人，如果对它没有

特殊感觉的话，那简直可以说他就是个没进过学堂的文盲。

但凡只要上过一年学的，他对这个分数就不应该不产生特别

的感情。曾几何时，大学校园里不是高喊着“60分万岁么”

。在某些有些另类的大学生眼里，60分就轻而易举取得了皇

帝老子才有的地位。在多少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学生的记忆中

，曾为跃过这道分数线而流了多少汗水。因此，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大凡中国人，不论文人雅士，还是村妇乡妪，

对60分这个及格线从心底上都是认同的。及格线么，有什么

好说的。这就是中国人的60分情结，60分心理。 确定了这个

分数线，对各方也就有了个正当的交代，也就注定将遭遇最

小量的反对者。 低于这个分数，20万考生中的大部分中的少

数人也许会眉开眼笑，但是，那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专家和教

授们不干了。他们会反对说：这样严肃的考试，连及格线都

没有，简直是抹杀它的权威性，有损中国法治化的形象，而

明年还指望他们出试卷。 高于这个分数线，法院和检察院要

闹别扭，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目前在职的法官和检察官

必须过司法考试，如果司法考试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太大，造

成人才断层，则其给法治事业造成的损失也将是十分可怕的

。 因此，360分就是这么定下来了，这个分数线既是斗争的结

果，又是妥协的产物；无论对专家教授、考生，还是司法系

统，各方虽都还想说点什么，可是又都无话可说。这个分数

恰恰不多不少，多一分则民怨沸腾，少一分则扬汤止沸。既

在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将发未发，要终未终。中国的

事情往往就这么搞定。这就是中庸之道。掌握了中庸之道，

也就做到了恰倒好处。 中国人啊，永远脱离不了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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