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之翼

25Legal Information // 2010.11

建筑，这一人类文明中“凝

固的音乐”、“石头的史书”，

曾被多少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

研究，美学、文学自不待言，就

是政治学、法学，也大有文章可

作，如《建筑与民主》、《权力

与建筑》等

建筑与法治

□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建筑，这一人类文明中“凝固

的音乐”、“石头的史书”，曾被

多少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美

学、文学自不待言，就是政治学、法

学，也大有文章可作，如《建筑与民

主》、《权力与建筑》等，都可以说

是这方面别具一格的著作。

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

中也曾谈到建筑: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

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

么宏伟的建筑物?他对此的政治学解释

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

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

家却显得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在营造

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究，但公共

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

于国家的想象。

在托克维尔笔下，美国的国会

大厦是其指明的宏伟建筑物之一，我

不知道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建筑物是

否宏伟，因为现在宏伟的美国最高法

院建筑是上个世纪30年代才建成的。

当时的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有意要

将其建成与附近的国会大厦相匹配的

建筑物。事实上，这一目的达到了。

我曾先后两次访问过美国最高法院，

那希腊神庙式的建筑高大庄严，长长

的台阶拾级而上，让人产生一种对正

义的向往和对法律的敬仰。除了外表

的庄严素雅，其内部也是功能区分

明确、法律文化浓厚，印象最深者莫

过于其大审判庭，在它的四周墙壁直

至房顶，白色的大理石浮雕刻画着来

自世界各地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法学

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孔子。

把法院的外表设计成神庙式，

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在古代神权

统治的国家，神庙就是法院。不过应

当看到，现代法院的建筑正在走向多

样化，据李贤华先生的研究，进入21

世纪之后，法院建筑已很难找到“神

庙”模式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水

晶宫”模式理念以及加入了“司法为

民”元素的多元化设计方案。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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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这里所说的“水晶宫”模式理

念是否是指一种“民主和透明的价

值”，倒是想起自己在海牙国际刑事

法院工作时的办公室，面向走道的墙

壁确实是一种低能见性的玻璃墙。

在海牙，我还去和平宫拜访过时

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先

生。和平宫之美，从门口那众多的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留念可以得到

佐证。与史法官道别后，他的助理陪我

在和平宫的草地和湖边漫步，我们谈及

那怡人的景致，一致认为这种环境有利

于法官冷静而理性地思考。

可以说，司法建筑的外形与内部

布局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折射出一个国

家法治和法律文化的发达程度。犹记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与社科院的一

批青年学者到某县去挂职锻炼，我所

在的法院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建

筑破败，与那些到党政部门挂职的人

相比，难免有一种失落感。

应当看到，我们这些年的司法建筑

在硬件上确有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内部

设计却不无改进的空间。例如，我们的

审判庭在法官入场和退席时，都得从审

判席走下来走旁边的侧门，而不像许多

国家和地区那样，直接在审判台的后面

开设通道，以便迎面而出和背面而退，

这样的感官效果就要差些，不利于树立

法官威严、坦荡的形象。

谈到建筑与法治，我不由得想

起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按照边

沁的设想，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

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每一个囚室

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

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

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

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

囚犯的一举一动，同时，因为囚犯看

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感觉到自

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刻迫使

自己循规蹈矩。福柯评论，这是一种

“权力技术”。边沁还认为:监狱应该

建在大城市附近，以便成为一个活生

生的提醒物，唤起人们有关监禁和刑

罚的观念。

边沁关于中央塔楼的监视现在不

仅被运用到我国的监狱，而且还被运用

到看守所。建国之初，为防止犯人破坏

新生政权，我们把绝大多数监狱都建在

远离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偏远地区，

但近年来我们也开始对监狱布局作出

调整，把它们搬到城区来。这样做的

理由还考虑到便于服刑人员的亲人探

望和社会组织进行帮教活动，以及可

以方便管教干部的家人就业和子女上

学，使之能安心工作等因素。

至于在这一监狱布局的大调整

中，大量的建设工程项目如何防止腐

败，这同样与本文的主题有关。由此

扩而广之，在时下中国这个大建设、

大发展的年代，要想在楼盖起来的同

时，官员不致因腐败而倒下去，还真

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建筑与法

治”这篇大文章。

（摘自《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