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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既存的东西都可以被置于理性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

并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任何长期信奉的理念和主义

都可以被放在思维的审判台上进行解剖，并理直气壮地予以

批判；在理性审视与思维审判的平台上，改革之声如春潮般

涌动，迅速响彻一切领域，荡涤着一切过时与陈腐的存在，

为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改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

潮流，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司法领域亦然。近年来在加

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司

法改革也如火如荼。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司法模式和

行为方式受到了怀疑，一切保守的规范与制度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在固定具有民族特色的司法制度的同时，洞开门

户，积极借鉴国外的有价值的一切制度和模式，为我们古老

的司法制度吹来了一股股清新的风。譬如法袍、法槌的采用

，死刑执行方法由枪决到注射的转变，等等。 然而，必须承

认，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比如把

改革误解为标新立异、追赶时髦，从而出现了一些华而不实

，甚至违反现行法律，与我国国情相悖的冠以改革之名的举

措，如什么零口供、弹劾法官、对未成年被告暂缓判决、缓

刑听证、检察机关上门揽案、嫌疑人带头套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有人主张我们的法官也要仿效英国法官戴假发套的做法

。这是当前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予以避免的，否则，严肃的

司法改革就会变成某些人和单位赶时髦的竞赛。 司法改革的



实质在于破旧立新，不能也不应该是赶时髦。因此目前的司

法改革尤其应当注意找好突破口，选好角度，把握好尺度。 

司法改革要具有合法性，不要违反法律。我国现行的法律都

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绝对的权威性，

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和违背。司法改革作为一项完善我国司

法制度、更好地保障人权的举措，也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进行。尤其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涉及人身权利、自由权利

乃至生命权利第一系列重大问题，更应慎重，否则，势必造

成与现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冲突，违背司法改革的初衷。比

如某法院推出的“弹劾法官”的改革措施，即是违背现行《

法官法》关于不称职、违规、违纪、违法、犯罪法官的处理

规定的；又比如某法院推出的对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判决”

的举措，虽然教育、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同样是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越权之举，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法

律中，尚无“暂缓判决”的规定。 当然，我们的法律也不是

永恒不变、不可逾越的。当现存的法律规定已不适应鲜活的

现实生活，从而不予以变更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时，更新乃

至废除现存法律并制定新的法律，就具有了现实合理性和必

要性。我们的法律就是在不断地废、改、立的运动过程中保

持其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因此，我们所讲的司法改革必须在

现存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是说在现存的法律尚未修改之前，

司法机关和国家其他机关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在法律之

上进行所谓改革。涉及超越现行法律的改革举措和内容，必

须经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权限首先进行法

律修改，尔后再实行改革的新举措，决不能反之。 司法改革

要具有适应性，不要水土不服。世界上的各国家之间不仅有



着不同的山水风貌、气候景观，不同的语言和不同肤色的人

群，而且有着不同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和现状，有着各异的政

治、经济制度和人文、历史、社会、文化传统与背景。由此

决定，作为植根于不同国度里的司法制度，虽然有着共许的

若干原则、理念和制度，但在内容和模式上都必须存在着许

多差异。这也就决定了一国的司法制度未必会适合于另一国

，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制度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简单移植、

照搬，司法改革的任何一项举措一定要注意适合于本国的国

情，否则就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毋庸讳言，目前某

些地方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存在着不适应我国国情，引

进之后水土严重不服的问题。譬如，我国某法院推出了对犯

罪嫌疑人带头套的举措，据说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与国际司法制度接轨。笔者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首

先，在中国，犯罪嫌疑人在未决前没有与家人、亲属、朋友

见面的机会，相互希望趁开庭等机会能见上一面，这一点不

同于其他一些国家，家属等人可以单独或者在律师的陪同下

定期与犯罪嫌疑人见面的情况。因此，在开庭时给嫌疑人带

头套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次，从中国人的一般观念来看

，给嫌疑人带头套不仅不是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反而是对

其的虐待甚至侮辱，因此从观念的层面考察，给嫌疑人带头

套亦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三，在中国，刑讯逼供、公捕公判

甚至游街示众等侵犯嫌疑人人权的状况时有发生，在这种状

况下谈论什么通过带头套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未免轻重

倒置了。至于所谓与国际司法制度接轨，据笔者所知，许多

国家并没有这种给嫌疑人带头套的做法，因此，不知道是和

哪里的司法制度接轨。可见，诸如给犯罪嫌疑人带头套之类



的司法改革举措，即属不符合我国国情、引进之后严重水土

不服的适例。在目前的司法改革中应当予以尽量避免。 司法

改革要具有先进性，不要拾人牙慧。破旧立新是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乃至人的思维向前发展的一个规律。当一种事物失去

了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成为新事物产生的障碍的时候，我们

就应该果断而坚决地破除它，以便为新事物的产生开辟道路

。否则新事物就难以树立起来。同样，新事物之所以成其为

新事物，是因为它具有优于旧事物的某些特质，比旧事物更

具先进性和生命力。只有这样，破旧立新才有意义。与此同

理，我们进行司法改革时，可以而且应当在破旧的同时大胆

地立新，勇于借鉴国外的先进司法制度为我所用，善于在我

国现存法律框架之内引进某些国外的司法举措，以使我们的

司法制度不断完善。但是，一定要注意所引进的司法举措具

有优于原来司法制度的先进性，决不能盲目引进，更不能拾

人牙慧，接收人家小孩的同时将其洗澡水一并收纳。笔者认

为，前不久有人提出我国法官应像英国的法官那样戴假发套

的主张，就不免有拾人牙慧之嫌。因为在英国，法官和律师

戴假发套这种古老的传统是在为了纪念圣安妮女王（1702

～1714）而穿丧服的基础上形成的。除了戴假发外，还有丝

绸长袍、黑色腰带、紫色和红色的肩带、长及膝盖的短裤、

毛皮披风、长袜和有扣的鞋子等。这一古老的传统是否还要

保存下去，一直存在争论。最近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批准的一

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种古老的传统应该寿终

正寝了，假发套应该取消了，或者只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才戴

。因为它是“陈旧的、令人恐惧的和多余的”，戴头套“很

热，而且头套发臭，戴着不舒服”，“现在都21世纪了，难



道黑色的丧服在2003年还是合适的吗”？可见，对于戴假发

套的故乡都在酝酿着予以摒弃的东西，有的人却要作为新的

改革举措引进我国，岂非拾人牙慧？ 司法改革难，赶时髦易

。改革即意味着对现存制度和状态的总清算，意味着打破旧

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尤其司法机

关本来即是社会的平衡器，自身改革便意味着自我的破旧立

新，意味着打破自己原来的平衡，因而必然会更加困难。而

赶时髦则可以不顾天时、地利，在感情的驱使下闭门造车，

既不管外国的咖啡豆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土壤，也不问国人用

惯了筷子的手能否习惯于西方人的刀叉，而是由着性子把他

人的咖啡豆和刀叉一并迎进大门。这种时髦不管如何冠以“

司法改革”之美名，仍不过是赶时髦而已。司法改革不是赶

时髦，也不允许赶时髦，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 这是一个

怀疑的年代，任何既存的司法制度都可以作为怀疑的对象；

这是一个批判的年代，任何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司法制度都可

以成为批判的靶子；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任何被认为过了

时的司法制度都可以新被的制度来代替。然而，怀疑当不至

于失去理性，批判也不应是否定一切，改革应是为了使司法

制度更加完善，而不是为了满足标新立异、追赶时髦的心理

。这就是结论。【作者简介】 周振想，(1957－2004)年生于

河北饶阳。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当过中学教师和主

持生产的党支部委员。期间，参军的努力曾因“不安心农村

”的指责而成为泡影，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后临行前又

被人顶替。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加了考试并被北京大学法律

系录取，因而摆脱了在“广阔天地”扎根一辈子的命运。虽

然破灭了文学的梦，却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北京大学毕



业后，在多种因素驱使下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并留

校任教，先后获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并蒙中美法学教

育交流项目不弃，赴美国喝“洋墨水”一年。1994年初跳槽

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现为副院长，教授，博导。由于既有

中学时读书甚少之先天不足，又缺乏“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的才气，所以多年来虽读书作文不敢懈怠，但远未修成正

果。迄今仅出版学术专著5部，主编、参编、翻译学术著作数

十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同时获得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教学奖多项，个人荣誉称号多个，并兼任中共中央青

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市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人生座右铭：不言春作苦，常

恐负所怀。（中国律师2004\7)【相关链接】 刑法学专家周振

想教授2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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