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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许云鹤案重述》、《事实的证明与法院的判断》、《确信与心证》、《类似案件、
不同处理、不同效果》、《论守法》、《法度之外、情理之中》、《国家之上是人》、《保障人权需
要一场语言革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更应重视私权救济》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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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鬓华虽改心无改
 从造假骗官不予追究法律责任说开去
 品茶论法说文化，风雨十年培新芽
 ——“《法学家茶座》创办十周年新春茶话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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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语表述引发了法学理论上的一场地震。
一个学术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动物不是物，那么是什么？
”回答是简单而具有颠覆性的，既然动物不是物，那就只能当主体看待了。
中国法学界也不乏动物权利论的拥趸，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认为“动物应该获得道德上的主体地位
”，“承认动物的主体地位既不是道德的乌托邦，也不是生态法西斯”，“动物可以成为有限的法律
主体”。
国内外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发挥想象力进行制度设计，为大自然立法：动物虽然没有人的意志和灵魂
，就把它当成婴儿看，反正婴儿也一样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个人拥有他的宠物，不是宠物的所有人，而是它的监护人。
这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你是为了它的利益，去抚养它，喂养它，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虽然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笔者虽然不反对保护动物，但很难抛弃人本主义的立场，人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保护动物不是为
了动物的尊严和利益，而是为了捍卫人的感情和价值。
现代西方学界对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但其效果不免矫
枉过正，仿佛一提到现代性就是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就像好菜坞大片《阿凡达》所表达的一样，
现代制度和科技进步都是野蛮、暴力、奴役、违反天性的象征，恨不得回归原始社会才人性化，才本
土化，才高尚光荣。
这是“越穷越革命”的现代版。
 第一，动物主体化在法律秩序上无法实现。
动物成为主体至少面临着三个问题：（1）理解和沟通的不可能。
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正如“归真堂”事件，双方激辩“活熊取胆”中的熊是否感受到痛苦，这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
伪的伪问题。
只有同类才能相互感受、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婴儿虽然欠缺意思能力，但作为人类我们是可以理解婴儿的需要和利益的。
而对于动物，我们所理解的痛苦，只是我们主观上把自己设身处地而产生的想象，而非动物的真实感
受和需要。
如果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动物，怎么可能代表动物的利益和意志呢？
我们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动物的管理人而非代理人。
（2）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
权利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作为法律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动物权利论者只能思考事物的一面。
试想，当我们赋予动物权利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动物如何承担责任？
显然动物不具有责任能力，如果由动物的所谓监护人替代其承担责任，那么人与动物的自然竞争将变
形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徒增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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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家茶座(2012.2)(总第35辑)》致力于推动法学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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