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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4_AA_E4_B9_89__c122_485892.htm 这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的

关系问题。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这是武侠小说中高手的一

种境界和能力。古代文人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之说，讲究文章的精神气。可见，文武之列，做任何事情，

都是需要练就一身真功夫的，不能搞花拳绣腿。真功夫追求

的则是一种有形与无形的统一。 法律中人同样有一个“形到

”与“心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问题。初出茅庐

为法者，多是在型和行上模仿前辈，看上去精精神神、帅里

帅气；一张嘴，一办事，就显出差距，至少让人感到不够老

道。 伯尔曼说：“法律须要信仰”。这话有点夸张。毕竟，

多数人是会很功利地对待法律的。很难想像在一个经历了除

魅时代的社会，还会有人把法律作为神来供奉。但是，问题

在于，即使人们仅仅指望娴熟地使用法律，仍然需要对法律

保持起码地发自内心的尊重：相信法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

活与工作中的烦恼；尽力借助法律克服我们面临的矛盾与困

难。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对法律的尊重并不仅仅是来自一种

愿望或者追求，而是一种时代的趋势。一个理性的时代，一

切都在理性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等。理

性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法治。正是依靠法律之治，

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成为可以预测、可以预计、可以计算

从而也就可以把握的活动。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

精于计算的社会，但是，我们或许根本无法逃避它，我们可

以使自己回避设计他人，但永远无法阻止他人的精于计算。



在一个保障人权，也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安全、幸福生活的

时代，英雄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需要的是一种制度的保证

，而且是普通人可以用得起的制度。这就是我们必须尊重法

律的深刻根据，这也就是法律人必须尊重法律的内在依据。 

诚然，在生活中，有的法律人满口的法言法语，可以称得上

是熟知法律、法律程序、法律制度，但是，若我们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他内心里并无对法律的半点信赖。口中有法，

心中无法。他不信任法律，甚至一点都不尊重法律。对他而

言，法律仅仅是一种牟利和谋生的工具。他可以毫无愧疚地

以法律的名义践踏法律，以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身份挑战

法律并且从这种挑战中获利：赚大钱，住豪宅，开靓车。可

见，这种人或许还很吃得开， 也就很容易成为“榜样”。实

际上，生活一定意义上如同股市，炒家一旦与大势背离，逆

市而动，早晚会赔个一干二净。 法律领域的“形”与“神”

之间，根本上就在于把法律融入内心。不仅要懂得法言法语

，而且愿意竭尽所能捍卫法律的尊严；不仅要口中有法，更

要心中有法。一个人只有把法律作为自己的生命形式，法律

才会赋予他的生命新的意义和辉煌。看看历史，有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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