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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6_98_AF_E4_c122_486260.htm 将法律作为一种平常

的生活，不惟权力、地位和金钱而生活，但求在生活之各细

节、各环节中去争取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现实社会

中，大多数人均能以此态度对待日常生活，那么，各种生活

规则、法律规范即可渐次完善，社会方可日趋进步，法治社

会之塑造也无暇时日矣。 今年暑期，我带队06级本科生进行

社会调查，住在当地的县城。小县城盛行“搓麻”，宾馆很

多房间都配有当地流行的“自动麻将桌”。学生们去结账时

，发现多出了200元账单。一打听，原来是他们好奇，“动”

了房间的麻将桌，一天要收50元。我问怎么办。学生们不好

意思了，要自己掏这200元。我又问，宾馆房间标明租用麻将

桌的收费价格了吗？或者，宾馆服务员是否已经明确告知使

用房间的麻将桌是要收费的？学生们说，房间里没有使用麻

将桌的标价，宾馆服务员之前也没有告知，只是在后来住的

两天才说过要收费的话。于是我说，那你们再想想，该怎么

办吧！学生们似乎“心领神会”，都跑到宾馆前台去找服务

员“理论”去了。一番“理论”，前两天的100元“省下”来

了。学生们很兴奋，印象也很深刻：权利是需要争取的，法

律就在身边，就是你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恰好，今年九月

份进行的全国司法考试就有一道类似的选择题。这道题，讲

述的几乎是个相同的案例：某酒店客房内备有零食、酒水供

房客选用，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同类商品。房客关某缺乏住店

经验，又未留意标价单，误认为系酒店免费提供而饮用了一



瓶洋酒。结账时酒店欲按标价收费，关某拒付。题目给出了

四项供选择的答案：A.关某应按标价付款；B.关某应按市价

付款；C.关某不应付款；D.关某应按标价的一半付款。我想

，有了这番切身的感受，学生们再回答起这种问题来，就如

同讲述自己的经历一样了。其实，法律理念本身就源自于一

种平常的生活观念。 例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就是老百姓的一些生活的常识。这些常识，可以直接转化为

刑事生活与民事生活的两种观念。那些抽象的法律概念，也

就是这些寻常的生活观念的具体体现。如“留置权”是一个

抽象的物权概念，但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平常的生活逻

辑罢了。 甲闹钟坏了，到乙修理店维修；修毕，甲不支付修

理费，乙就不会返还闹钟。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生活逻辑

。如果法律全然不顾及它，不赋予乙留置闹钟的权利，让甲

可直接依所有权请求返还，徒增烦扰耳。乙对维修的闹钟有

现实而直接的控制力，且要求支付维修费亦在情理之中；即

使赋予甲未给付维修费亦得直接请求返还闹钟的权利，其权

利实现起来也很困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承认或苟合

于某种“强力”(暴力)，对任何“现实而直接的控制力”都

去尊重。比如，乙见甲有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以其未支付维

修费为由，将甲自行车搬进维修店，那么，乙对甲自行车的

这种控制力，法律是否也应该予以尊重呢？回答显然是否定

的，因为乙是以侵权方式占有甲自行车。又如，如果甲曾委

托乙代卖一块旧式怀表，而此时这块旧式怀表还在乙的手上

，那么，乙是否能够留置这块旧式怀表来主张闹钟的维修费

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乙对怀表的占有虽为合法，但这种

控制力的基础是建立在另外一种法律关系上----维修闹钟和委



托代卖旧式怀表，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所谓“丁是

丁，卯是卯”是也。 法律中蕴含着普通的生活逻辑，是问题

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要求人们将法律运用到自己日常

生活之中去。耶林说，要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就

是要从寻常的生活开始。 晚清以降，忧患之士透析积弱之中

国社会，认为与欧美社会相比，中国老百姓有厌讼心理，总

是希望息事宁人。特别是，我们总是畏于权贵，惯于忍气吞

声。这种心态，就没有把法律作为平常的生活，而是将“权

力”视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持这种心态的人，骨子里充满

的实则是“奴性”。“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地方，很多人都

希望将来去“做大官”，托辞是“做了官不受人欺负”。但

怀揣这种思想的人，一朝得势，大多数又成了欺压别人的人

。可见，他们总是处于忍受压迫与压迫别人之中。事实上，

这种人，本非以法律为操守，不会念及权利、平等和自由的

真正含义，也不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平常生活的人，而是地地

道道地视“权力”为平常生活的人。 将法律作为一种平常的

生活，不惟权力、地位和金钱而生活，但求在生活之各细节

、各环节中去争取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现实社会中

，大多数人均能以此态度对待日常生活，那么，各种生活规

则、法律规范即可渐次完善，社会方可日趋进步，法治社会

之塑造也无暇时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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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