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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中华文化就是一种感恩文化。
人活天地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
是没来由的。人生之路上，我们或受
恩于天地的呵护，或受恩于父母的
养育，或受恩于良师的培养；遇贵人
提携之恩、智者指点之恩，也免不了
危难救急之恩，少不了绿叶烘托之
恩；夫妻体贴之爱、兄弟手足之情、
知己相知之贵，其中凝结的恩情，更
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温暖、深情与希
望。我们一生受恩之多，难以尽述，
更难以尽报。因此，懂得感恩，是我
们一生都应该坚守的品德。

感恩应该发自内心，出于自
愿，不能强迫。笔者在做法律咨询
时，遇到两类与感恩有关的案例，
却把这种情感给庸俗化了。

一类是父母抱怨子女没有孝
心，不知感恩。有的子女只给钱给

物，不愿陪伴，有的甚至连钱物也
不给。这些父母想知道，能不能通
过法律手段让子女懂得感恩，学会
孝顺。另一类是在给别人提供了帮
助之后，未及时得到应有回报，甚
至连自己受损的利益也得不到补
偿。这类人也想知道，能不能通过
法 律 途 径 让 受 恩 之 人 “ 懂 得 感
恩”，找回公平。

笔者认为，感恩是一种出自本
能的高尚情感，只能发自内心，只
能自觉自愿，不可能用法律来强迫
与约束。法律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规定了子女“常回家看看”的
义务，《民法总则》《婚姻法》 等也
规定了子女给付钱物对父母进行赡
养的义务。对受惠而没有感恩的
人，法律不但设置了“无因管理”
制度，也设置了“见义勇为”条
款，施惠者可以通过“见义勇为”
条款免责，或者通过“无因管理”

制度获得合理的补偿。
不过，一旦诉诸法律，感恩之

情就被法律义务所取代。当法庭判
决子女给父母支付赡养费用，或给

“无因管理”者以损失补偿的时
候，已经不是感恩，也不是报答，
不是孝顺，而只是义务了。所以，
用要求别人感恩的方式来行使法定
权利的，既可能阻碍权利的实现，
更会使感恩庸俗化。

感恩宜行之以诚，拒绝作秀。
感恩两字，均以“心”打底，对别
人的恩情铭记在心底是根本，需要
作出感恩表示时，也是“心到”最
要紧。那种为感恩而有“作秀”成
分和“摆拍”特征的所谓“感恩
秀”，常令人反感。

比如在笔者老家，每年秋收第
一天，家家户户会把新收的稻米做
成香喷喷的米饭，用南瓜叶包起
来，给牛先吃，以表达对牛辛苦劳
作一年的感恩之情。没有什么特别

的仪式，但农民对牛的感恩行为十
分真诚。相反，某些学校组织学生
下跪为父母洗脚的行为，往往背离
了感恩的初衷。

再比如笔者一个朋友，每年春
节期间，都自己编辑千余条感谢信
息，向帮助过自己的亲友表达感谢
感激之情，感恩缘分，感谢相识，感
恩信任，感恩帮助，感谢支持，感谢
陪伴……他对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
称呼，不同的感谢方式，不同的感谢
内容。这种拒绝复制粘贴，而纯粹原
创的方式，虽然形式上没有那种网
上下载的感恩祝福的信息生动，文
字也谈不上有多少创意，但被朋友
们认为是“感恩的正确打开方式”。

因此，感恩要表之以细，把出
自内心的诚意，体现在细节上，如
几句体己贴心的话、合适的小礼
物、一个鞠躬等，“愿得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这样来感恩，人情
才会越来越浓，越来越纯。

感恩宜行之以诚

朱晨凯

最近，福州 21 岁的小伙子赵
宇自称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将
正在对女性实施侵害行为的男子
李某踹成重伤，赵宇从被公安部
门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
到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续
不停反转。而在社会热议和司法
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提
及：假如法官判断失误，后果会
如何？

冤 案 何 以 产 生 ， 又 如 何 避
免？这不仅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也是中外刑事司法的共性话题。
本月新出版的这本 《法官因何错
判》，就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些问
题。作者秋山贤三曾是一名日本
法官，直接参与诸多再审案件，
有着多年法官和律师从业经验。
他从法律人的视角，对刑事司法
制度中的诉讼基本结构、法官和
律师的角色、错判和冤案的成
因，作出精彩而独到的叙述与分

析。
作 者 认 为 ， 每 一 个 冤 案 背

后，都存在司法系统整体的构造
问题。作者结合自己的从业经
历，认为刑事审判最高使命便是
不生冤案，但日本刑事司法的最
大问题，就是未能恪守超越合理
怀疑程度的证明标准，由此冤案
频生。“法官因何错判”这个问
题，从字面上看或许会令人误
解，认为仅仅针对“法官的错
误”，实则不然。我们应该关注的
是“法官错判”酿成冤案的现代
刑事司法的构造，也包含了辩护
行为的不充分。如果司法系统整
体的构造不合理，那么，无论多
么优秀的法官，在审判上没有不
断自我注意与警戒，很可能导致
错判，产生冤案。

对于如何避免错判的问题，
书中指出，法官在走向专业化和
精英化的同时，也必须“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保持对社会的洞
察和敏感。作者通过对自己亲手

办理过的三个刑事案件的讨论
（已经再审、确定无罪的德岛收音
机商杀人事件；已经确定死刑、
目前正在申请再审的袴田事件；
一审、二审被判有罪，上诉至最
高法院的以长崎事件为代表的痴
汉冤案事件），深入描绘了法官在
审判过程中的各种实体和程序性

“陷阱”，并对预防和纠正错案的
制度性保障作了探讨。

作者基于自己亲历或亲见的
案件，描绘了日本法官的生活样
态，厘清了法官为何错判的内在
逻辑。用朴实的语言，讲清了为
何“定纠纷、决生死”的法官
失去自省精神、沦为冤案制造
者的现实，详尽分析了日本司
法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明确
指 出 法 官 必 须 如 何 面 对 审 判 、
真 正 捍 卫 正 义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 这 些 来 自 近 邻 日 本 的 反
思，为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司
法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
示与借鉴。

冤案何以产生，又如何避免

《法官因何错判》
[日]秋山贤三 著
法律出版社
2019年2月

与法官相比，律师或多或少
离市民更近些，直接联系也更为
紧密。前来事务所的咨询者基本
处在人生一个艰难的时刻。例
如，自己的公司只能拒付票据，
却又担心债权者会蜂拥而至，自
己会受到人身威胁，甚至担心到
想趁夜外逃。还有一脸焦虑的父
母前来咨询，孩子做坏事被逮
捕，该如何是好。

法官作为最终判决者，在整
个事件的解决中至关重要。然
而，法官面对事件当事人，只能

借审理或审问的机会提问，阅读
记录，依照法律程序思考，公平
地作出判决，这便是法官的工
作。一旦出现不解之处、疑问之
点，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却又
无法直接询问当事人，只得间接
要求检察官与辩护人进一步说
明。此时，便会产生不甚了解普
通市民现实情况的误会，恐怕就
会导致错判。

法官“最后的避难所”就是
“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则。
简言之，在刑事审判中，被告有

罪的举证责任在检方，所以，一
旦法官认为检察官并未提供“超
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那么
便可作出无罪判决。因此，法官
必须认定检察官在起诉事实中是
否尽到举证责任，一旦宣告有
罪 ， 法 官 就 必 须 作 出 适 当的量
刑。

法官与律师在市民社会中各
有分工，只有各司其职，方能为
健全的市民社会作出贡献。这便
是日本法官、律师与市民之间

“应有的关系”。

■不甚了解普通市民现实情况，就有可能导致错判

刑 事 审 判 中 有 两 句 法 律 格
言：“宁愿放走十个坏人，也不
冤枉一个好人”“仅为可疑，不
可惩罚”。凡冤案不可有，一切
刑事手续都是为避免冤案产生而
设置。然而，我作为辩护律师参
与到案件中时，却时常感叹：日
本审判中“潜在的冤案”实在太
多。

我任法官时，实际上并不太
关注其他法官的具体工作情况。
毕竟自己手头的工作已经令人煞
费精力，而且法官各自独立做
事，颇有随心所欲的意味，我也
暗自觉得大家的做法应该都大同
小异。然而，当我以辩护律师的

身份站在审判席下时，却意外发
现每一位法官的思考方式以及诉
讼的进展方式都各有特色，差异
甚大。首先，单在法庭上观察法
官的诉讼指挥权之发挥，便可得
知主审法官阅读记录的程度，真
可谓千差万别。

一旦通览众多的诉讼信息，
便可知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告
供认不讳的有罪案件，实际上
却另有实情，只不过是被告被
迫认罪而已。换言之，虽然真
相与公诉事实不符，但在如今
刑事审判系统之下，否认起诉
事实、争取无罪并非易事，同
时也得考虑辩护费用的经济因

素，因而被告只能被迫认罪。在
我数次担任指定辩护人时，便留
意到此类事件的发生。这就好比
爬山，有时在下山时回望，会比
攀登时更能准确把握山的整体状
况。

我当了几十年法官，之后又
做了几年律师，两者经验叠加，
令我较之以往更精准地把握了日
本刑事司法的轮廓。日本刑事司
法的最大问题，便是在起诉事实
中未能恪守将“超过合理质疑程
度的证明”作为必要条件的原
则，由此冤案频生，而且越是信
心十足的“精英法官”，产生冤案
的危险系数越高。

■避免错判，要重视“超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

冤案问题背后，俨然存在搜
查等司法系统整体的构造问题。
此外，它还与警方、检方等搜查
机关以及法官、律师等国家机关
与法律专家整体的问题紧密相
关。这些绝非一朝一夕便可轻易
解决的问题。

日本 1999 年创设的司法制度
改革审议会于 2001 年 6 月 12 日发
表了意见书，却并未深入探讨刑
事审判中的冤案问题。然而在最
近，冤案问题却将以往与审判毫

无瓜葛的普通市民牵连其中，并
且呈现出越发严重的趋势。不妨
以“痴汉行为”为例，有人在早
间的通勤电车中突然被错认为骚
扰女性的痴汉，虽然此人拼命否
认，却无人相信，亦无其他证
据 ， 仅 因 为 “ 有 个 女 性 如 此
说”，便遭起诉，不得不成为被
告，经受长期的审判。此类案件
最近层出不穷。而且被告也不可
保释，虽然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
法上的权利，被告却被长期拘

留，最后被错判有罪，甚至被判
服刑。

我当法官及律师时参与的案
件以及在日辩联人权拥护委员会
中研究的案件，被我作为 素 材 ，
用以探究日本出现冤假错案的
原因。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
体会到：必须要在对策上形成
问题意识。通过我的研究，我
也 开 始 反 复 思 考 日 本 的 法 院 、
法官，尤其是我们刑事律师应
有的姿态。

■在对策上形成问题意识，是司法人员应有的姿态

在 《犯罪现场调查》《法医
秦明》 等影视剧取得巨大成功之
后，法庭科学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
的关注，人们渴望知道更多细节。
几个小时迅速破获一起案件可能
吗？如何通过指纹、DNA等线索锁
定犯罪嫌疑人？法医在尸体解剖过
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书介绍
了法庭科学、证据以及它们与法律
的关系之后，将法庭科学的主要领
域一一呈现出来。

王人博，法学家，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
论坛》 主编。自 2014 年以来，
作者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以精
练的句子，配上图片，阐述哲理
性的思想，四年多来，形成了极
其厚重的诗句集，在法学界流传
甚广。本书以图片为素材，以文字
为媒介，以思想为灵魂，拈字成
诗，意境优美，兼具思想与审美价
值，是一部独具风格的作品。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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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去年说过的话，最近
又在网上被炒了一把。原因也许
是，他说的虽是京东的人事改
革，实际上却预示着一场技术革
命已迫在眉睫。

去年在西班牙召开的被誉为
“零售业达沃斯”的大会上，刘董
事长宣布，在今后 10年内，京东
将减员 50%，每天工作时间也削
减到2小时至3小时。京东目前员
工总数 16 万，这意味着有 8 万员
工，在今后10年里将陆续被淘汰。

其实，因为技术革命的迅猛
推进，这种企业裁员的行动，在
世界各国早已开启。2000 年，高
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
易柜台，雇用了 600 名交易员，
但今天，这里只剩下两名交易员

“留守空房”。8 年前，瑞银的交
易厅就像一个观众拥挤的大剧
场，而现在看过去，只有大约占
总面积六分之一的角落里，还有
一些人影。

被淘汰的员工原来所从事的
工作，被谁替代了呢？用脚趾头
想想都能猜到：智能机器人。

总部设在伦敦的德勤公司于
2016 年开发的财务机器人，一个
可以顶替 15个人的财务工作。机
器人不仅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连
续 不 休 地 工 作 ， 而 且 不 用 吃
喝，不会消极怠工，不搞互相
干扰……因此省去了很多有形
无形的成本，使企业的管理变
得简单高效。斯坦福大学一位
教授做过统计，美国注册在案
的 720 个职业中，将有 47%被人
工智能取代，在那些以低端技
术、体力工作为主的国家，这
个比例可能超过 70%。花旗银行
预计，2015 年至 2025 年这十年
间，欧美银行将裁员 30%，数量
多达 170 万人。马斯克说，在未
来 20 年，全球 12%至 15%的劳动
力，将因人工智能而失业。李
开复说得更狠，10 年至 15 年之
后，也许 50%的人类要面临部分
或全部工作被取代。

尽 管 人 工 智 能 会 让 一 些 行
业永久消失，让一大批劳动者失
去工作机会，但它无疑是人类文
明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极大地解
放了人类的创造力，极速地提升
了社会的生产力，更为可怕的
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一定会来到，谁也阻挡不了。人
们的预测，有时间和数额上的差
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智能机
器人再能，也不可能全部取代人
类。即使是斯坦福那位教授认为
的那样，在以低端技术、体力工
作为主的国家，还是有 30%的工
作是智能机器人替代不了的。现
在应该立即着手研究的，就是我
们如何适应变革、拥抱变革、参
与变革，就像以前发生过的每一
次技术革命那样，将人类的文明

水平，大大推进一步。
从在岗员工角度考虑，最先

会被机器人替代的，应该是那些
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
强的工作，而一时不会被淘汰
的，应该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
智能、更有创造力的人。对于在
岗员工，尤其是 45岁以下的在职
人员，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迎接高
科技时代。赶快学习，跟上技
术发展的步伐，绝不能以为现
在工作稳定而安于现状。财务
和金融工作，是至今还被大家
看好的“金饭碗”。而中央财经
大学教授祁怀锦认为，财务行
业 颠 覆 式 的 发 展 是 大 势 所 趋 ，
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整合后，85%的会
计人员可能失业。但这并不意
味着财务人员就是死路一条了。
我国 2000 多万的会计持证人员
中，有 1700 多万人处于最底层，
中高端财务人才缺口在 300 万以
上。就是说，发展中高级人才数
量，完善会计人才结构，就是努
力的方向。

从教育角度考虑，现在在校
的大、中、小学的在校生，无一
例外地会受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
击。那么，我们的学校，是未雨
绸缪，把教育重点转移到培养孩
子的智慧和能力上，还是继续
让以考分为最高目标的应试教
育 模 式 ， 遏 制 孩 子 的 创 造 力
呢？我们的家庭，在规划孩子
的人生目标时，是着眼于能尽
快适应有智能机器人与之竞争
的环境和要求，还是继续以现
在的眼光，把一些现在很安稳
但很快面临淘汰的行业，作为
择业的方向呢？许多家长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被
迫花钱让孩子进入培训大军，但
说不定还未拿到结业证书，那个
行业已经消失了。

从国家层面思考，有关退休
和生育政策，也需要调整。中国
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出生率也
在下降，从眼前来说，延迟退
休、鼓励生育 ， 或 许 是 应 对 之
策 。 但 是 ， 十 年 二 十 年 之 后 ，
智 能 机 器 人 不 断 被 制 造 出 来 ，
到那时，保证人口就业或许成
了 国 家 的 沉 重 负 担 ， 延 迟 退
休、鼓励生育，就不一定是政
策的首选了。

本文行将结束时，又收到了
两条消息。新华社推出了全球首
个 AI （人工智能） 合成女主播，
而且即将在全国两会报道中正式
上岗。京东的智能配送机器人正
式上路，这是全球首次全场景常
态化配送运营。

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世界，
我们的发展思路、前景设想、政
策制订以至个人人生规划，就一
定得超前谋划，至少不能忽略十
年内摩肩接踵而来的巨大变革，
免得尴尬和被动。

什么样的人，
才不会被智能机器人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