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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似乎总是领先一步。他既有法学的功底，又有文学的

素养，还有哲学的思辩，更有演讲的口才以及带有磁性而浑

厚的嗓音。有人说，他已经把晦涩难懂的学问发展成了有声

有色的演讲；也有人说，他用演讲给学问注入了更有魅力的

精髓与内涵。不管别人怎么说，还是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讲

解和解析法官的法袍。尽管这是一次在北京大学校内的演讲

，但对校外的我们来说，也许会拍出更热烈的掌声（文字略

有删节，小标题均系编者所加）。??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在这

么一个冬季里的周末的晚上，我想选一个暖和点的话题，就

讲衣服吧，让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些温暖。（笑声）在座的各

位都知道，衣服实在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是值得讨论和思考的。仔细想想，衣服又是非穿不可的。比

如在最热的夏天，大家还是要穿一点衣服，不能一丝不挂地

在大街上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衣服有好多有用的功能

，首先是保暖的功能，其次是遮羞的功能。人类和其他动物

不同，需要有衣服遮一遮自己，从亚当夏娃开始就用树叶遮

。第三个功能是美化的功能。曾经有一个法国的服装设计师

设计了套非常适合人类穿的衣服，但大家都不去穿，主要是

因为穿上了感觉不美。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有很多部件从实用

的角度看是多余的，比方说西装里面的领带，那个东西除了

方便别人把你下子勒死之外，(笑声)好像没有别的有用的功

能，功能只在于看上去很美，有美化的功能。衣服的第四个



功能在于有的衣服是身份的象征。比如从前古代老百姓不能

随便穿黄颜色的衣服，黄颜色的衣服是专属于皇家的。今天

当我们在街上看见穿蓝色制服的人站在那儿，我们知道那是

警察。我们看见穿一身袍子的人，在大学里他可能是教师或

者要毕业的学生，但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穿袍子的人可能

是法官。 大约五年前开始，我多次在报纸和电视等传媒上鼓

吹，应当改变我们法官的服饰，应当由大盖帽、军警式制服

变为法袍。所以，当1999年最高法院决定要换法袍时，家媒

体采访我的报道里称我是在中国第个倡导换法官服的人。我

还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改变了服饰。所以中国

的有些事情要改变也容易，推动就改变了。应当说，真正促

使我们换服的动力来自于司法机关内部；随着司法界对外交

往的日趋频繁，那身军警式制服让我们的院长们以及法官们

越来越不自在。法官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就越来越成为一

个不小的问题。现在，总算改了过来，实在值得庆贺。当然

有的人批评说，你不要洋洋得意，真正的袍子里面的东西要

改是很难的，换下袍子并不难。但是你们知道，鲁迅讲在中

国动一动桌子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服饰的改变并不是件非

常小的事情。??法院是什么地方 通常人们会觉得在法庭上发

生的种种事情只和打官司的当事人有关，但实际上，研究法

律的人都知道，法庭中发生的种种真实是和我们密切关联的

。比方说去年恒升电脑公司诉王洪以及两家媒体的案件，由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判决，按说这样的判决只和王洪以及

恒升笔记本电脑公司有关系，但实际上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王洪买了该公司的笔记本电脑之后发现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返修过程中对方接待态度很不好，还说因为王某对电脑进



行了升级，所以要收他7000块钱。王洪非常愤怒，于是在网

上开了个主页，上面贴上了他的一张大字报，题目仿佛是“

请看我买恒升笔记本电脑上大当的经过”。文章里说，恒升

笔记本电脑娇气得像豆腐渣，这样的垃圾产品我希望大家都

不要买。许多网友也上去帮腔，骂这个电脑公司。恒升公司

觉得它的名誉受到极大伤害，到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作出判决，侵犯名誉权的行为成立，王洪要赔偿该电脑公

司50万元人民币，其他两家转载媒体各赔偿近25万元。这样

该电脑公司有将近100万元的进账。后来我在《南方周末》上

发表一篇文章，叫“不智的诉讼，含糊的判决”，对判决书

进行了对我来说很少见的批评。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你会

发现，法院一旦判决一个人不能在网上发表相关的批评一个

公司的言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言论都受到了一定限制，

每个人在网上的自由都受到了制约。因为其他人，如果也像

王洪那样在网上发表批评某个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文章，按照

同样事情同样对待的法律原则，其他公司照样可以提起诉讼

，照样能够得到赔偿。法院作出判决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对自己怎么去行为的法律

效果的估计，那么这样一种司法的过程就和每个人发生了千

丝万缕的联系。法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尤其当我们要

建立市场化经济的时候，法院的重要性在明显扩大。 与此同

时，法院又是特别讲究礼仪的地方，是现代社会中最讲究仪

式的地方。我们常常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现在总说个人很

有礼貌，待人接物很诚恳。美国人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递

一个名片要用两只手。这么轻的东西，一只手就行了。对中

国人来说，这是有礼貌的表现。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在中国古



典社会里，所谓礼不仅仅指对人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仪式

。仪式在古典社会有五礼，比如婚礼，结婚是人生大事，要

有仪式化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时候两张单人床往中间一凑，

这在古代是绝不允许的。比如葬礼，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

个国家领导人去世了，要由四个士兵抬着棺材走下来，士兵

的胳膊都甩得很大，表示一种礼仪。 此外，还有军礼、嘉礼

等。你可以发现，古典社会中仪式总被强调。??英国制度的

绝妙反差 英国有个宪法学家白芝浩，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著

作叫《英国宪法》。他说，英国的宪法分为两个层面，第一

个是非常实用的层面，另一个是非常仪式化的层面，这两个

层面在英国宪法中结合得非常好。华丽的层面，比如英国王

室的尊荣，王室门口的士兵换岗，是游客必看的节目。士兵

戴的帽子几乎都看不见眼睛，这是几百年来士兵穿的衣服，

装饰得非常漂亮，换岗本身是一个仪式。英国国会开会的时

候仪式化的东西给人的印象非常深。比如上下议院要开一个

联席会议的时候，通常是下议院的议员到上议院去开会。开

会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这样，代表人三三两两走向人民大会

堂，边走边聊，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笑声)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下议院的议员们在下议院集齐，然后上议院要派一

个人过来叫他们，来的人穿着非常礼仪化的衣服，手里拿着

一个黑色的权杖，走到门口以后，敲门三声。门上有个小门

洞，里面的人要把门洞打开，往外看一下，问“来者何人?

”(笑声)外面的人回答：“黑杖典仪官到此，引领下议院议

员开会。”然后里面那个人一定要朝典仪官身后看一看，确

认后面不是跟着土兵来抓议员，然后门洞合上，大门打开，

下议院议员们鱼贯而出，到上议院开会。直到今天，这样的



礼仪还得到严格的遵守。过去某个时期，国王曾派出军队跟

黑杖典仪官把下议院的议员都抓起来。后来就发展出这样的

礼仪，一定要先把门关得紧紧的，敲三下门，要看看有没有

军队。白芝浩讲，这套礼仪简直是美轮美奂，定能唤起每个

英国人的自豪。 另一方面，英国制度中有实用的那部分，比

如文官制度。英国的女官体系高度简朴、实用，并不追求奢

华。大家想想看电视的时候，英国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会见外

国来宾，你不可能想象堂堂英国首相的官邸为什么会是那么

小的一个门，那么平常的房子。一些游客如果没有注意门口

站着士兵的话，绝不可能意识到这是个极特殊的地方。白芝

浩认为，在英国的宪法中，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有一种反

差，华丽的非常华丽，而朴实的极其朴实。这是英国制度的

个重要特点。 今天，我们中国的制度也有一些讲求华丽的地

方。比如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每天早晨一定要在太阳升

起的时刻响起乐声，然后由一武警方队护卫旗子出来，在国

歌声中升旗。当你看到有些人手抚着胸膛看着升旗，当你看

到有些人眼含着泪花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周围这些人为生

活在这个国家感到自豪。如果说要讲求实用的话，根本不需

要花这么多钱养这些人来护送这么轻的一面旗。找一个退了

休的老头，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夹着旗帜到天安门广场

把它升起来就行了，(笑声)那能节约好多开支。但是国家宁

可花那么多钱养这么个仪仗队伍。这就是礼仪的重要。??法

官的法袍代表什么 在英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法庭之上的仪

式都是非常发达的。进入法庭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到了个非

常奇怪的地方，你看到法庭之上的法官穿的服饰，半夜撞见

的话你肯定会吓死。英国的法官以及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



，包括香港的法官，头上戴着一个披肩假发，律师戴着小假

发，法官和律师都穿法袍，通常是黑色的。这种装饰下的开

庭，给人一种非常礼仪化的感觉。法官手中握一个锤子，这

也成为法官的一个标志，他要说话之前会先敲三下，说完话

以后再敲三下，然后就休庭了。所有这些仪式化的场面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好像和我们常人想象的很不一样。但是如果

我带大家到我们的法庭之上，尤其是到我们过去的法庭之上

，当然现在绝大多数的基层法庭可能仍然还是这样，你看到

法官之后，会突然觉得像是到了军事法庭。法官穿的是很军

事化的服饰，当然不是完全的军服，比如戴着大盖帽，穿着

一身制服，但制服本身又缺少一根武装带，不像警察和军人

。有肩章、有帽徽。为什么中国的法官会穿这样一套服装，

而西方的法官会穿和中国法官那么不一样的服饰?不同的服饰

背后揭示了什么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我们看法

官的不同服饰背后揭示的第一个道理非常有意思。西方所有

国家的法袍都是黑色的，只是有些国家的法官戴假发，而有

些不戴。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许多国家都戴假发，但到近

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假发在许

多地方都被废除，只有英国还恪守自己几百年来的传统。大

家记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批评假发说，他最恨的就是英

国式的法官的假发，阴森恐怖的小眼睛从假发后面闪着蓝光

的场景，简直受不了。美国也废除了假发和法袍，但后来法

袍恢复了。假发、法袍这样的服饰营造的气氛是凸显了法官

这种角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职位的极端重要性。法官戴的

假发属于官职式假发，表示自己的官职，它要营造的气氛是

生怕你看不出来这是假发。所以这种假发戴上去以后给人一



种特别非人化的感觉，也就是说，戴上假发的人看上去就不

是个人了，它要把法官当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我想这种营造有它特别的深意。??法院和法官是干什么的 法

院和法官在社会中承担三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层面是处理

案件解决纠纷，这是法官承担的使命和最基本的角色。第二

个层面是要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准则，也就是说，社会的

法律准则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逐渐加以统一。许多人想，

一个国家统一的法律主要靠的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律

的人制定出一部法律，全国上下都遵守，那么就有统一的法

律。但其实稍微了解一点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是很难做到

的，法律是由语言构成的，而事实早就已告诉我们对同样的

文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语言让我

们理解，语言也让我们误解。钱锺书先生曾用水来比方语言

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他引古诗“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

”，这说的是人们通过语言而相互沟通；但是，“盈盈一水

间，脉脉不得语”，这又形象地显示出，正是语言让人们误

解。 法律条文里充满了可以作多方面解释的可能性。我曾经

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请问在座各位，什么

叫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什么时候我的劳动权利被违反了?什么

时候我没有履行劳动的义务?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法学院院长

说现在定岗定编了，15％的下岗名额里给你个，我能不能说

这违反了我的劳动权?或者说违反了我为北大劳动的义务?我

想义务为北大劳动劳动。(笑声)这是不容易搞清楚的问题。

宪法里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

少数民族代表，请问什么叫适当比例，是按人口比，还是按



所占的疆域比?或者按《公司法》的基本原理，汉民族占51％

，少数民族占49％，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成一个控股的公司?(

笑声)还有什么叫少数民族?各位想不就是56个民族中除了汉民

族的55个吗?请问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有一些犹太人，外国人到

中国来帮助中国人的解放事业，像马海德，爱泼斯坦，他们

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们算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法律里充满了这样模糊不清的问题，需

要我们加以解释。解释的必要性使我们感到法官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法官的解释七零八落，深一脚浅一脚，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法律准则。不同地方的

人可能表面上生活在同样一套法律体系之下，实际上可能生

活在很不一样的或者非常随意的法律之下。所以我们需要有

一个法官群体来保障法律解释的统一性，这是法官能起到的

第二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是，在任何社会中，司法都是工种

正义的符号，它不仅是实用的，还是符号化的，个国家、一

个社会、一般人民如何去理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法律上的

正义，什么是国家倡导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上面

的某领导人怎么说或议会制定什么法律，实际上人民感受法

律感受正义的准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或者他的亲朋好友遇上

案件时，法官的举手投足之间是否真正体现了这种正义的风

范。对正义的展现使我们认为法官是社会上非常重要的角色

。 不仅如此，最近美国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了司法制度在一

个民主社会中的另一个角色，那就是说，司法经常能够有效

地裁判民主制度在操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我在网上看到

一篇文章叫《妥协还是契机从本次大选中的争端看美国司法

在民主中的地位》，它引了托克维尔的话。我们知道170年前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美国民主制度最伟大的理解者托克维尔

到美国去以后，发现美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几乎

所有的政治问题或早或晚都会转变为法律问题而由司法加以

解决，这是美国的特色。所以作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大选发

生争端以后就感觉这件事肯定要由法院来加以解决。果不其

然。所以，在民主国家里，司法可以解决政党争议，过去由

战争解决的问题，现在由法院加以解决。??司法是以什么样

的逻辑来解决政治问题的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到了法院会变

得不那么激烈，不那么情绪化。法官法袍一穿，加上年龄比

较老，处理问题严格按照程序，给双方多长时间举证，多长

时间辩论，证据准备到多充分，避免煽动陪审团。律师和法

官之间的非常理智的语言，用所谓法言法语加以沟通，法官

的判决要有好的说理。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作出的判决，

经常是旁征博引，引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指出如何如

何，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如何如何，判决书下有好多外

文注释。法律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把人们情绪

化的，在过去需要付诸战争解决的问题纳入到司法途径，按

照法律程序，用一套法言法语，披着一身法袍，最后获得一

个理性的解决。 法官承担着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是现代社

会中唯一一个言出法随的职业，法官说的话是法律。美国有

一派学者公然宣称：什么是法律?法官说什么什么就是法律。

在美国，这样的说法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任何一个国家，

法律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要落实在具体的案件处理过

程中，而这一过程中法官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法官怎么使

用法律，怎么解释法律，最终还是由法官来言说法理。法官

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妇是否离婚，可



以决定祖宗传下的房产是不是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

废墟。现代社会中，司法、法院越来越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

的个中立的裁判者。人们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要到法院去

解决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法院要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保持严格的

中立，如果法院和政府穿一条裤子，那人民还有什么指望? 政

府征用土地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好例子。你们知道，现在城市

建设，经常要发生政府征用土地和房屋的事情。政府要将老

百姓的房子拆迁，需要给住户合理的补偿。但是，有时住户

会觉得补偿额太低，因此，就拒绝搬迁，形成所谓钉子户现

象。我们的媒体常报道法院评价钉子户必须搬迁，拒绝搬迁

者，法院就出动推土机将房屋推倒。在中国的钉子户就没有

德国的钉子户运气好。上世纪德国有个皇帝威廉一世，他雄

才大略，也富于侵略性。在国内他有和毛主席同样的习惯，

喜欢走遍祖国大地，(笑声)喜欢到处巡视。他派人在波茨坦

盖了个行宫。盖完之后，他发现前面有个房子特别碍眼，正

好把朝前看的视线挡住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找来他的内

务大臣，知道那是个磨坊。他就说，“问问磨坊主的意见，

看他愿不愿意把房子卖给我，咱们买下来拆掉。”结果内务

大臣去交涉，想不到老磨坊主脖子一梗，坚决不卖，“那是

祖宗传下来的财产，我的任务就是维护下来，代代传下去。

皇帝要买我也不卖，那是无价之宝。”皇帝说给他提高补偿

标准，给他高额补偿，但是他还是不卖。皇帝一生气，派宫

廷卫队把房子给拆了。 拆房子的时候，老磨坊主站在旁边，

袖手旁观，摇头晃脑说了下面几句话：“你做皇帝的当然权

高势重，你可以为此事。但我德国尚有法院在，此不公平之

事我必诉之于法庭解决。”(笑声)第二天，一纸控状送到德



国地方法院，法院作出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笑

声)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皇帝败诉。皇帝拿着这个

判决书，只好苦笑几声，说是“我做皇帝的有时候也会利令

智昏，权令智昏，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幸亏我们国家还

有这样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判我败诉，这是多么可喜的事

情。赶快，恢复原状。”(笑声)又给盖起来了。当然这故事

还没完，过了几年，老威廉死了，威廉二世登基，老磨坊主

也死了，小磨坊主“登基”。(笑声)小磨坊主想进城，想把

房子卖了，他自己手头也特别拮据。突然想起他爸爸以前说

过，这房子老皇帝想要，小皇帝会不会还想要呢?(笑声)他就

写了封信给威廉二世，想把房子卖给他。威廉二世给他回了

信：“我亲爱的邻居，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听说你现在手头

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笑声)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

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

象征。(笑声)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磨坊主家的名下。(笑声

，掌声)至于你的经济困难，请务必理解我作为一个邻居的心

态，我派人送去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

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燃眉之急。你的邻居

威廉二世”(笑声)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还

巍然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这是件非常感人的事。（本刊

于2001第8期曾刊载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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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