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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钱掮客

日前，中山大学法学院一学生寄行李回
家，被快递公司多称重了十几斤。这名大学
生就此提起诉讼。据南都“记者帮”报道,因
申通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不诚信行
为”，一、二审法院判决均支持原告三倍索赔
的诉求。原本一场很普通的民事诉讼，本案
一审公开审理的庭审直播录像，在网上的播
放量是庭审法院其他案件的数十倍。

短评：与其说人们关注这起案子，不如
说人们更关注本案的原告。一位法学院的学
子，初出茅庐，小试身手，表现究竟如何？这
位未来的法律人没有让大家失望。他能学以
致用，用自己学到的法学知识维权，体现出
了法律人应有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与运用
法律的能力。他以实践证明自己学有所成。
从他身上，家长看到的是他所学本领，可以
安身立命；公众和专家看到的是法学院学生
应有的专业水平。传说少林武僧出师，要打
出由师兄、师弟阻拦的一道道山门。愿如今
更多的大学生，也如这位以诉讼检验自己所
学的学子，在社会实践中证明自己之所学，
如打出山门的少林武僧一样，有真功夫。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浙江省首
例女性权益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今年 9
月，杭州市钱塘区某街道发布公开招考村级
后备干部公告，涉及街道下辖的20个村社，
其中 12 个村限定只招男性，男女岗位人数
比例为 22∶7。针对招考限制岗位性别，钱塘
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涉事街道现整改为
招录岗位男女性别比例一致。

短评：就业的性别歧视现象，目前还比
较普遍。在各种招聘、招录中，故意不招女性
或不合理地限制女性，是对女性平等就业权
利的侵害，是违法的。对这种违法现象，女同
胞有意见，媒体有批评，但是，有些违法者依
然我行我素。杭州市钱塘区的这个涉事街道
为什么改正错误了呢？因为该区检察院介入
了，提起了公益诉讼。看来制止职场对女性的
歧视，光靠教育不行，必要的时候，得用法律
武器动点真格的。让歧视女性者承担应有的
法律责任，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才更有力量。

日前，重庆市 15 家医疗美容机构因存
在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其中最高被处以罚
款 25 万元。所涉及违法行为集中在未按规
定填写病历资料、使用过期医疗器械、未备
案主诊医生单独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等方面。

短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若对
医疗美容机构选择不当，不仅得不到想像中
的美，还可能变丑，甚至导致伤残。为确保接
受医疗美容的消费者的权益，执法部门当然
要依法加强监管。同时，消费者也应增长一
些相关知识，不要落入无良医疗美容商家所
设的陷阱。对有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
其实，有时消费者凭生活经验也能判断出。
比如不按规定填写病历、接诊医生没有资质
公示等。千万不可把自己的容颜健康交给不
负责任的机构。否则，一旦出了事故，对方再
真诚的“对不起”和再多的金钱，可能都是于
事无补的。

近日，广州 90 后房东董焕怡夫妇决定
为十余名租客减租 15 天，以减轻疫情封控
区租客的经济压力。租客大多是个体户和工
人，停工一天就损失一天收入。董焕怡夫妇
觉得租客基本上都是“手停口停”的劳动
者，要体谅他们身处疫情封控区的生活困
难，就主动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租客
们希望能减租 10 天。董焕怡夫妇提出给租
客们减租15天。董焕怡了解到一户租客家里
经济负担较重，两个孩子受疫情影响不能到
校上课，就给这户租客发红包，让租客给孩子
网购练习册在家自学。董焕怡夫妇还在微信
群里祝福租客们疫情解封后财源滚滚，叮嘱
大家这几天就当放假，好好休息，要相信好运
气总会不期而遇。董焕怡夫妇被网友们尊称
为最美房东。

短评：寒冬里，人们渴望暖阳。大灾中，
人们需要大爱。主动为租客减租的董焕怡夫
妇，他们的爱心，就是租客心中的暖阳。防治
新冠病毒，需要我们团结一致，而爱就是我
们众志成城的纽带。你身边有因疫情而遇到
困难的人吗？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为社
会增加和谐，为抗疫增添力量与希望。你也
可以成为受助人心中的最美。

据央视报道，我国中高级技工需求旺、
薪资高，但缺口大，有职校毕业生“人手2到
4 个录用通知”。报道引发热议，“职校学生
人手2到4个offer”“职业技术院校学生未毕
业就被抢空”两个话题引爆热搜。不少网友
表示，“这才是职业教育该有的样子”“确实
需要转变观念了”。

短评：学以致用，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
统。然而，曾几何时，企业在选人用人时，盲
目追求高学历、名校出身。结果，有时招进来
的人，空有理论，不能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
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终成没有实用价值
好看不好用的花瓶。汉末曹操在选人用人时
不看出身，看真实才干，所谓唯才是举，招揽
到大量英才，引领其事业不断走向成功。如
今，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在招人时，是
追求名校、高学历，还是讲求实用，以真正有
用之人增强企业实力呢？中高级技工和职校
生在职场的炙手可热，就已显现出了企业的
选择。面对企业的选择，有关方面是也应当
做好教育规划，以满足社会需求。

得理不饶人者常受诟病。对此，
他往往还十分委屈：明明是自己“占
理”，为什么不能使对方“服软”，也
得不到周围人的同情与支持呢？

得理不饶人者，输在一个“偏”
字上。再大的“理”，也需要人的理解
与认同，才能转化为行动。

理若不能深入人心，如何彰显
其价值？得理不饶人者只是片面强
调自己占理，而不考虑如何让对方
理解、认同、接受，一味地执拗死缠，
除了催生逆反，岂可服人？

所谓“理”，或是为人处世的原
则，或是分割利益“蛋糕”时的规则，
说到底，是一种标准。林子大了，什
么鸟都有。留鸟不解候鸟为什么老
搬家，鸵鸟爱沙漠，鱼鹰不离水……

各鸟秉承各鸟的理，怎么可能以一
鸟之理而令天下之鸟整齐划一呢？

人与人产生矛盾，爆发冲突，据
理力争，所据之“理”，往往是对己有
利、于对方不利的标准。何不站在对方
角度考虑一下呢？“要想公道，打个颠
倒。”能与对方换位思考，便不难把双
方的“理”看明白、想透彻，从而在得理
之时知进退、明取舍，游刃有余，最
终以得理巧饶人的艺术获取双赢。

得理巧饶人，需要的是大智慧。
据说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
英收到老家的来信，诉说与邻居为
住宅边界打官司一事，希望他出面
解决。按说理在张家，以张英的地
位，他完全能“征服”对方。

然而，张英在信上批诗一首寄

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家人收信后主动让地三
尺，邻居深受感动，也退后三尺，形
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遂成佳话。

张英得理巧饶人，以退为进，给
对方出了道选择题：张家让步后，邻
居若再强硬必陷入舆论唾骂之中；
若以张家为榜样，还能罩上仁义的
光环。邻居果然在感动中进入了仁
义礼让的轨道。张英得理，尚能如此
审慎而巧妙地选择方法，赢得传世
美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得理巧饶人，不是懦夫的表现。
相反，只有内心强大者才会饶人，才
有资格饶人。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
展现出的是大度之美。

得理巧饶人，不是搞阴谋诡计。阴
谋诡计只会害人，岂能饶人？得理巧饶
人是采取迂回策略，从而更好地、更充
分地贯彻“理”。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
展现出的是睿智之美。

得理巧饶人，不是权宜之计，不是
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得理巧饶人者
其实已看到了长远的发展：人在岁月
的长河中，谁不需要别人的谅解与宽
容呢？得理巧饶人时，得理者展现出的
是仁厚的善良之美。

能容人者，才能为人所容。得理巧
饶人者，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在遇到
不是“你死我活”的非根本性对抗矛盾
时，您会得理巧饶人吗？这既是一种风
度，也是一种能力与智慧，仔细想想，
还真是一门学问哩！

得理巧饶人

在我国传统文献里，“权利”一
词可谓源远流长。如《荀子》《史记》

《盐铁论》均有论及，但其意为权势
与货材。《商君书》中的“权利”则是
指“权衡利害”。法学概念的“权利”
（Right）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启蒙思
想家卢梭于 1762 年在《社会契约
论》（又译《民约论》）中提出来的。它
体现“主权在民”的理念，是现代民
主制度的基石。

“Right”一词引进中国，首先归
功于林则徐。1839 年，林则徐奉派
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时，为
了掌握夷情，了解各国的现状和动
态，以制订出交涉的策略，大量收集
西方有关外交的法律制度，其中就
有瑞典著名国际法学家埃默里克·
德·滑达尔《万国法》一书中的相关
内容。他嘱属下译员袁德辉摘译，并
由美国传教士伯驾修改定稿，定名
为《各国律例》，以此作为对英外交
斗争的理论武器。这部分译文后来
被魏源辑录于《海国图志》。

吊诡的是，《万国法》一书中含
有正当性和自主性的“Right”一词
在《各国律例》中却译成了“道理”，
等于只译出了其道德的“正当性”
的特质，却缺失了主体的“自主性”
的意涵。其实也无须苛求，《各国律

例》纯粹是基于对外，罔顾内求，当
时林则徐的思想认识停留在维护
王权，除此之外，不可能还会有其
他的“权利”。王权是排他的、不能分
享的。按照中国传统，天子受命于
天，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决事独断，
既然是“家天下”，那么，出自维护王
权的“道理”即是具有“正当性”，何
以再考虑民法与民权上的“自主
性”？因此，以“以夏变夷”“以夷制
夷”为指导思想的林则徐压根儿就
不会想到“Right”的“自主性”，即便
是“正当性”也是置于传统儒家伦理
层面考量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虽说打了败
仗，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但作为一个主权国，1861 年清
政府成立了处理“夷务”的总理衙
门，开启了对外交涉的第一个窗
口。它与西方国家的接触频繁、冲
突增多，亟须了解和运用国际法则
来妥善处理外交事务，这是清廷上
层开明人士所孜孜以求的。1863年
夏，清政府与法国交涉时遇到困
难，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便请美国公
使蒲安臣推荐一种为西方国家公
认的权威性国际法著作，此议得到
主政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的全
力支持。几乎同时，于 1850 年来华

任美国公使通事的丁韪良致函蒲
安臣，想将惠顿（曾在欧洲任外交
官 20 多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
际法学教授）的名著《国际法原理》
（丁定名为《万国公法》）中有关战
争、敌对措施和封锁、禁运等内容
译成中文推荐给中国，以迎合清政
府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的需求。所
见略同，一拍即合，悄然实现了从

《各国律例》向《万国公法》的拓展。
1864 年8月，《万国公法》由总理衙
门奏请从关税中拨银 500 两资助
出版。旋即，这本东亚第一本国际
法学的书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
国翻刻刊行。而丁韪良译介《万国
公法》，在中国赢得声望，被清廷聘
请为同文馆国际法总教习。

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
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堪为清末
在华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他的“双向译介”，即：向中国输入西
方文化（如《天道溯源》《西学考略》
等），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如《中国的
传统与诗歌》《汉学菁华》《中国的觉
醒》等），构成了近代西学东渐、汉学
西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万国公
法》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外交理念近
代化的形成，为清廷处理外交关系
提供了法律依据。丁韪良经过反复

斟酌，将“Right”一词直接译为“权
利”，这在中国可谓是一个彪炳史册的
首创。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以“自
主”来翻译西方的主权观念（“邦国自
治自主之权”），使“Right”既有道德的

“正当性”的本质，又有主体的“自主
性”的内核。正是丁译对“权利”的主体
进行了转换，才使之作为《万国公法》
的关键词而具有普世价值并获得与其
相应的法权形式。

虽然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已
将“Right”译为“权利”，并为康有为、
梁启超等沿用，但之后这一近代政治
思想的新词还是受到一些学者的质
疑。如严复在 1898 年汉译《天演论》
时，致梁启超《尊疑先生覆简》中说：

“唯独 Right 苦于此字无译。”他既认
为袁德辉译为“道理”显得“浅陋”而不
予认同，也批评丁韪良译为“权利”是

“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经过一
番推敲，他终于“以‘直’字翻Right尤
为铁案不可动也”。他在《群己权界论》
中，将“Right”分别译作“民直”“天
直”，前者取代“人民权利”，后者取代

“自然权利”。
值得欣慰的是，对“Right”一词，历

史并没有接受严译，丁译“权利”成为耳
熟能详的一个法律术语，并润物无声般
地融入了国人的政治生活之中。

漫说“权利”译名由来

民国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先是
军阀你打过来，我杀过去，后来是日
寇大规模入侵，大半国土沦丧，无数
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乱离
人不如太平犬”，是那个时代最形象
的写照。

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就在那样
的乱世里，一些有骨气的文人依然
坚守着道义，支撑着家国。

1919 年 5 月，正在清华大学读
书的闻一多接连收到两位哥哥的来
信，说父亲要求他回乡度假。实际上
是父母知道北京局势很乱，希望闻
一多回湖北躲躲。当月 17 日，不满
20岁的闻一多给父母回了一封信，
其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
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
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
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
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
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
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今年不

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
逃！……两大人虽不见男犹见男也。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
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靡巨万，一
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
忠孝两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
孝也。且男在校中，颇明大义，今遇
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就回家还
是离校的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
释，他希望父母理解自己的选择，支
持自己在国有危难时挺身而出。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爆发，其时的林徽因正与夫君梁思
成在山西五台山考察唐代建筑，并
不知道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7 月
12 日，两人骑驴走出五台山，方知
山外的世界面目全非。在路上，林
徽因给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长信，
其中谈到“七七”事变：“现在我告
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
知道的，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

方，这一次又是为一点小事就出兵
打我们……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
以完，但是如果日本要来占北平，我
们都愿意打仗，……我们就守在北
平，等打胜了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
做中国人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
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表面上看，林徽因的家书与闻
一多的区别很大，后者谈论的是个
人在内政中想要坚守的立场，前者
则是表白自己对外敌入侵的态度。
但其内里却高度一致，那就是：尽最
大的努力保全国家，承担一个公民
应该承担的责任。

闻一多与林徽因家书中的别样
情怀，无法不让人感动。民国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实现，类似
于阿 Q 和华老栓式的愚民并不罕
见，替黑暗背书、为邪恶站台的人占
了一定比例，作为那个时代的明白
人，他们超越个体得失、不计生命安
危的品质，犹如雪地上的梅花、蓝天

中的白云，自然显得格外耀眼。他们并
非作假，而是用整整的一生证明了初
心：一个在黑暗年代以生命殉理想，一
个在艰难中守护着民族文化，直至春
暖花开。

世间没有无因之果，闻一多与林
徽因强烈的家国情怀，首先与其对社
会的认知有关。自私自利的人看到的
永远只是一己的身影，这些人不知他
者，更不知民族、国家。格局宏大的人
则会认识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
家安宁富强，自我才有幸福。

闻一多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父
亲教他从小读《汉书》等古籍，小时候
便从诗书里体会到了家国的分量；林
徽因更是出身于名门，其父亲林长民
在当时的政坛上非常活跃，曾做过国
务院参议和司法总长，林徽因不仅自
幼熟读传统经典，长大后更从长辈的
做人处世中领悟到一个人应具的天下
情怀，所有这些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后
来的政治选择。

两位文人的家书

一个贪官三个帮，
攀附大树好生长。
促成钱权手拉手，
掮客搭桥生意旺。

于昌伟 绘 杨光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