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生活中常有令人烧脑的法律案件 ，一
个事件可能推导出皆为合理的矛盾立场， 这是
因为法律中充满真假悖论，比如，“法律：法不容
情，又法中有情”“判决：既要稳定性，又要灵活
性”“因果关系：不可假设但又必须假设”“犯罪：
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罗翔教授在
这个普法新作里，通过 14 个经典案件，辨析法
律和案件中的盲区，帮读者看清法治的核心。

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不失高度，是罗翔
作品的特征。 书中对悖论的探讨和思考，提醒读
者：放下非黑即白的逻辑定势和一意孤行的“杠
精”习惯，一定要有足够的谦卑，永远要接受对
立观点的相对合理性，走出刺猬式的独断思维，
接受狐狸式的多元包容。 此书虽为普法，更为健
智。

好书 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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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六十二章

【原文】
道者，万物之奥。 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

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故立
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古
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
下贵。

【译文】
道无所不包，是万物隐藏之所。善人以它为宝，不

肯离开它，就连恶人也需要它的保护。 善恶原本没有
一定的标准，普通人把道之理说出来，可以博取人们
的尊重，把道之理做出来，就高明于其他人。恶人明白
大道、悔过自新，道怎么可能弃他们于不顾呢？可见得
道之人是最高贵不过的， 即使得到世界上的一切名
位：如立为天子、封为三公，或厚玉在前、驷马在后，也
不如获得此道来得可贵。古人之所以把道看得这样宝
贵，不正是由于求它庇护一定可以得到满足、犯了罪
过也可得到它的宽恕吗？ 所以说，道才是天下最贵重
的。

【解读】
本章重点阐述了守道的重要性。 道庇护万物，是

天地的主宰。有求必得，有罪也能得到它的宽恕，所以
道才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

这里着重说一下“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老子以
道的无限包容性， 给不善之人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
路———坐进此道。 改过自新，有罪也会得到宽恕。

这里的“不善之人”，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坏人、恶
人，而应总体理解为违反大道，也就是违反科学规律
的人。 这样的人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不顺其自然而
自损的人，一种是不审时度势而遭遇失败的人，一种
是违背自己的良心、道德败坏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 老子也不主张放弃，“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希望他们用“美言”，也就是把对道的理解
说出来，来换取人们的尊敬；希望他们用“美行”，就是
按照道的标准去做人行事，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
敬。

老子的这种思想与儒家“君子过而能改”的思想
有相似之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儒家思想认为，
君子应当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过而不改，
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有了过错而
不知悔改，才是真正的过错。

关于“过而能改”的事例，最有名的当属晋朝“周
处除三害”的故事了。 周处，晋朝义兴人，年轻时凶残
强悍，被同乡人认为是一大祸害。另外，义兴的河里有
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也时常侵害百姓。义兴人称

之为“三害”，而且三害当中周处最甚。 有聪明人就劝
说周处去除蛟龙、杀猛虎，实际上希望三害只剩其一。
周处先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 二者在河中难
分难解，时浮时没，一直漂流到几十里之外。人们都以
为周处死了，相互庆贺。周处杀死蛟龙回到乡里，看到
人们庆贺的场面，才知自己也被当成了祸害，顿生悔
意。于是他去见当时有名的大儒陆云，请求指点。周处
说自己想改正错误，可是岁月已经荒废，怕最终也不
会有什么成就。 陆云说：“古人珍惜道义，认为‘朝闻
道，夕死可矣’。 再说，人就怕没有志向，有了志向，又
何必担心自己好名不远扬呢？ ”周处从此改过自新，最
终成为一代名臣。

（未完待续）

《法律的悖论》

罗翔 著

（接上期）

异地打工与精神还乡
———评孙全鹏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

◇杨永汉

青年作家孙全鹏是个有远见有想法的人， 他循
着人物的思想脉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人物
塑造上涂抹出鲜活亮丽的一笔。 在孙全鹏长篇小说
《幸福的种子》中，他关注麦子、河生、珍珍和小铃等
青年群体。主人公在经历诸多艰难拼搏之后，寻找到
生命奋斗之路， 带领生活在将军寺村这块土地上的
人们改变命运，摆脱生存的困境。 实际上，他们就是
播撒希望、播撒幸福种子的人。

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不以复杂故事、曲折情
节吸引读者眼球，而是以细节描写取胜、以出彩的对
话见长， 孙全鹏信手拈来的对话使人物形象跃然纸
上。河生在珍珍的心目中是个聪明人，身体壮实且有
劲，珍珍对他有朦胧的情愫。一次他们一起去打面机
房打面，路上珍珍问河生：“你今天说要和谁相亲？ ”
河生说：“不告诉你。 ”珍珍又问，河生仍然不告诉，珍
珍就很急。 当河生说“逗你玩呢”，珍珍才放下心来，
让他以后少开这样的玩笑。走了一会儿，珍珍喊河生
歇一会儿，两人停下，河生用毛巾擦汗，笑着看珍珍。
珍珍把脸扭过去，捂着胸脯说：“再看把你眼剜掉。 ”
通俗质朴的语言有画龙点睛的奇效。不难看出，人物
的塑造是靠语言的描述去呈现的， 而孙全鹏在有限
的语言里， 以简洁的对话和细微的白描展示其中的
意蕴，逐步让一个个人物立在读者面前。

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中主人公情感的纠葛让
读者心绪难平。 年轻时麦子和哥哥河生对珍珍都有
好感，不过麦子上了大学之后因有思想顾虑，为成全
珍珍与河生的那份情感，选择放弃珍珍。一次麦子带
田慧在一个餐馆吃饭， 意外遇上在餐馆端盘子的珍
珍。 珍珍心里一沉，她知道自己与麦子之间的差距，
后来与麦子渐行渐远。本来两个人居住在一个村，珍
珍是喜欢麦子的，而麦子对珍珍也有好感，但珍珍身
处乡村，被陈规陋习约束，始终不敢坦露心迹，只能

将思念深埋心底。河生喜欢读书，作为哥哥为供养麦
子上学他去工地干活，虽然内心爱着珍珍，鉴于种种
原因不敢明说。 之后，河生出门打工摔坏一条胳膊，
虽然千方百计治疗，还是落下残疾，对于珍珍的那份
爱更不敢言说。 书中作者使用笔墨最多的应该是珍
珍，她是个内向的女孩子，事事隐忍，有话也不说出，
失去许多表白的机会。

在将军寺村众多的青年人中，相比麦子、珍珍、
河生而言，小铃则不同。尽管她与王新未婚同居那几
年条件差，但心情是好的。 想不到几年后，挣到钱的
王新有了新欢，经常嘲笑小铃甚至打她。 为此，她与
王新分手回到了家。小铃妈怕丢人不让她出门见人，
很多天后，她才找到珍珍痛说在外艰辛的经历。珍珍
劝说她好好待在家里，另找一个小伙儿嫁了，安心地
度过接下来的日子，可小铃不想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不听劝去了南方。因为有在服装厂工作的经历，她先
去厂内打工，积攒够钱后办起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事
业慢慢有了起色。由此可以看出，将军寺村的青年人
也是有梦想的， 只是他们受制于家庭条件、 乡村环
境。麦子、珍珍、河生和小铃等年轻人，通过不同的方
式突围，渴望找到一方适宜生存的环境，改变乡村人
低人一等的心态，走上寻找幸福的人生道路。

麦子、珍珍、河生和小铃等人身上那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说将军寺村的佼佼者麦
子尤为突出，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乡亲对他寄
予无限的期望。后来麦子回乡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
亲们走上致富路。当年离开将军寺村的那些年轻人，
背负着心酸和惆怅，去异地打工，找寻幸福，尽管拼
搏是那么艰难，但他们的乡土情结没有泯灭，他们最
终回到家乡再次奋斗创业。 书中描写了将军寺村近
40 年的时代变迁，展现出作者孙全鹏对家乡生活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