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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生的时候了： 七十年，总有最刻骨铭心的时刻。至今

回想起来，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为右派的那一时

刻，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入“敌人的阵营”的那一时刻。

有时梦中还在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

余悸。 记得当时全校还为我划为右派在大礼堂进行公开讨论

，以便使那些“糊涂”的人“清醒”过来，讨论的主题就是

我为什么会成为右派。因为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大抵都可以找

到“原因”，或是因为历史上原因，或是因为阶级出身原因

，或是因为个人主义原因，或是因为伸手要权原因，而我披

国家派到苏联留学五年刚刚回国，找不到上面的原因，于是

就挖我的受教育的背景。因为我在一个数会高中华业，毕业

后又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于是，找到了我成为右派的

原因，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有一大批具有一些民

主自由思想的人，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就被划为了

“敌人”! 对于这个结论，我又可以认可，又难以认可。 可

以认可的是，我在高中参加当时学生运动、反对当时的专制

腐败政权时，就是为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

自由”。我之所以要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想用报纸来

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其正的民之喉舌。我

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

强的新中国。 难以认可的是：为什么民主、 自由思想就不好

，就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



自由，社会主义又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对于我这样一个

在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苏联生活学习了五年的青年人总会有

这样的问题要去思考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我某种答

案。其实， “秘密报告”后来一点也不秘密，连中国学生也

都可以去听。“秘密报告”揭露的是与“公开报道”截然相

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专制、个人独裁、暗杀、集中营，难道

在中国我也要去追求这样一个制度吗?在我去那里学习的四十

年后，这个制度垮台了，究竟垮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修正

主义”上台?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看都不是，倒是身

历这一制度现今仍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

书记久加诺夫说得好，他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

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

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

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已有不能说都可以尽

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①这三垄断

：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就是十足

的专制，就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机制。斯大林统治下，

不是也把那些稍有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对专制独裁稍有不满

的人，都知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为反对派，也

有时称之为右派。那时只不过处理的方法比我们更干脆，不

像毛泽东那样还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而是枪毙了之，

不留后患。 我们目前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中的一些现象表明

我们还没有从苏联垮台和反右派运动中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

和教训! 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它枯燥无味，不

像新 闻那样自由奔放。但既然是国家派我去学的，当然是抱

着崇高的使命感去学的。逐渐地，懂得了法律与新闻一样，



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并不足以包

合民主，正像我们把民主与法制相提并论那样，那么“法制

”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为前提。我在苏联学习时，法

律制度确实也比较完善，但谁也不想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

一个“法治国家”。 学法律的人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

和学理的探索，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

，法律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可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镇压

不同意见的人的工具。因此，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就像建立现

代工业化国家、现代知识经济国家同等重要。 我不是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

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 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

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 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

、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 法律家、法学家。 我是一个

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 政府部门、

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上天总

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

．又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 和考验，

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 境给

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

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 “只向真理低头

”。 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乃为两大潮流。中国

民 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已不成问题，甚至有时令人有过份之

感， 但民主主义的觉醒和复兴，相比之下还差距甚大。从五

四时代 的呼唤“德”先生，到我青年时代的“争民主，争自

由”，到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科学进步，在这一百年内的变



化确实令人咋舌，而民主主义的进步，又有多少呢?!我又陷入

了五十多年前的沉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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