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驻B站
网红教授粉丝破千万

要说现在人气最旺的网红
教授，非罗翔莫属。罗翔是北
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
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刑
法哲学、经济刑法、性犯罪。除
学术研究与授课外，他还长期
专注于法律普及与法考教学。

罗翔在校任职期间多次获
得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欢迎的十
大教师称号，2018年入选法大首
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
2020年初，因其刑法课视频中所
举的案例幽默风趣而爆红网络，
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追罗翔法
考”之势。其上课视频截图所制
作的表情包在网络上疯传，被称
为“一米九的法律男神”。

罗翔受邀正式入驻 B 站
后，仅一天粉丝破百万，目前粉
丝已达 1000 万，创造了最速千
万粉的传说。深厚精湛的法学
功底，加上幽默风趣，表达力极
强的语言水平，以及通篇都是

“重口味”的作案词汇。比如
“熊猫咬我，我能把熊猫打死
吗？”“我用望远镜看女生宿舍
构成犯罪吗？”等等问题，把原
本严肃高冷的法律课堂解构成
了单口相声的舞台。

罗翔就是有这么一种魅
力。在他的讲述中，刑法不再
枯燥，理性成为了生活的智慧。

在“罗翔说刑法”一系列网
上课程火了之后，罗翔其实一直
想系统地把这些课程里提到的
内容，集结成一本适合大多数读
者阅读的书，因为文字能比视频
更精准、凝练，深刻地传达知识
和思想，也更适合用来学习。

集结出书
教人拥有法学智慧
在由果麦策划、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罗翔新书《刑法
学讲义》中，为读者提供了相对
完整的刑法学习体系，涵盖刑
法演变、犯罪论、刑罚论，以及
具体罪名的定罪量刑。全书通
过分析真实刑法案件、“张三”

的犯罪行为，激发读者用独立、
睿智的法学思维去看待生活，
提高法律感知能力。

有人说，之前看《罗密欧与
朱丽叶》浪漫的法语音乐剧，欣赏
的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神仙颜
值”。而读完罗翔的书，审美就变
成了满脑子的罗密欧失手杀死
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尔特，是典型
的冲动型犯罪，构成故意杀人。

这本书或许无法让你立刻
成为刑法学专家，却能让你知
道用良知驾驭我们之所学，而
不因所学蒙蔽了良知。法律无
法消灭邪恶，也很难改造邪恶，
它只能有限地约束邪恶，避免
邪恶的泛滥。如果你本来就是
罗老师的粉丝，那这本书会让
你再度重温法学与哲学双重降
维冲击的学习快感；如果你是
一位对法律感兴趣，希望用法
律保护自己权益的非专业读
者，那这本书，是迄今为止针对
刑法最全面完整的入门科普；
如果你热爱哲学，书中各种分
析里精彩的哲学思辨绝对会让
你直呼过瘾；如果你是一位法
律工作者，那这本书里蕴含的
法学理念和极具传播力的法律
解释能力与普法水平，应该对
你的法律认知有全新提升。

对罗翔老师来说，他的目的
是希望教会人们拆穿生活中的
套路，看透陷阱，让人人都能拥有
法学智慧。正如《人民日报》所评
论的：“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
不失高度。这不仅是罗翔老师
这样的法律传播者的愿望，也是
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应有的态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听过法学界“郭德纲”罗翔教授讲述“张三”
的故事。由于罗教授讲课举例常用“张三”作为刑事案件嫌疑人的
代号，以至于网友们戏称，“张三”可谓是万恶之源。

要说现在人气最旺的网
红教授，非罗翔莫属，他把原
本严肃高冷的法律课堂解构
成了单口相声的舞台。在他
的讲述中，刑法不再枯燥，理
性成为了生活的智慧。

《刑法学讲义》。

罗翔

“刑法学讲义”
比单口相声还好看
法律界“郭德纲”罗翔在快乐中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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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行纪事》
钩织北方乡野生民形象

为“无声者”留下细小的痕迹

太行，沟壑
纵横的山野记
录着浓墨重彩
的 古 老 秩 序 。
苍茫中的原始
叙事究竟是大
地惊雷还是爆
裂无声？作家
杨献平是一个
南太行的“离乡
者”，也是一个

深情的书写者。他到大西北从军，如今定居蜀
地，但他的灵魂却始终未曾离开过河北大地。
对他来说，太行不只是故乡，更是一本布满灰尘
依旧等待人们翻开的故事书。

多年书写一方乡域
2021年1月，杨献平新作《南太行纪事》出

版。这一次，他再次围绕“南太行”这一文学地
理展开观察和叙事，通过数十年来对南太行乡
域的观察，深刻细致地书写了一方具体乡域的
人文自然现状及其在缓慢变迁中的顾盼与疑
虑，踉跄和艰难。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文学领地，比如上海之于张爱玲，呼兰河之于
萧红，高密村之于莫言。对于杨献平来说，南
太行，是他精耕细作的一块文学领地。

此前，杨献平曾写过《生死故乡》《作为故
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等多部关于南太行
的非虚构作品，试图呈现南太行乡域的人文历
史和过往年代的生民生存和生活迹象，包括精
神信仰和文化习俗，特别是他们的生死及爱
恨，残酷的活着与梦想，囿于农耕的小民意识，
和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挣扎、渴望与无奈。

对此杨献平很自信，“这是有些命运感和
现实意义的。”他说，“南太行”也是他个人的一
种地理命名。“实际上，我所了解的，远没有那
么大，也只是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山区乡野及其
历史和生民。由此而成的南太行文学地理或
者南太行系列散文随笔，不过是由我最熟悉的
乡域组成的。”

用文字钩织出北方乡野
在《南太行纪事》中，他用文字钩织出北方

乡野的生民形象，为更多的“无声者”在纸上留
下细小又隆重的痕迹。这本书也被他自己看作
是其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作品，用他的
话来讲既是一个新的方式及其实验“成果”，也
是一个新的“忐忑不安”与“重新出发”。”

文学该写什么？怎么写？ 杨献平的思考
是，“关注人群和具体人，以个体的命运反映时
代的某些特质，是文学之道的真谛。无论是哪
种文学体裁，它的对象永远是人。是人在具体
时代背景下的生命历程的蕴含与爆发、沉寂、
毁灭和新生。作家和诗人，就是要永远对准
人，探究世道人心的厚度与广度，挖掘人性的
幽微与复杂。”

在《南太行纪事》这本书中，杨献平采取了虚
构和纪事兼而有之的方式。短笔记和长文参
半。对散文的长时间操持，让他对这种文体有
了自己的感悟和见解，“散文随笔要极度自由，
还要妖娆，也可称为趣味。当然，这两个要素的
基础，是真诚，是对万事万物的那种肝脑涂地的
诚意与爱意。这是我追求的。在过于借助资料

和美化语言、看起
来唯美的书写面前，
我时常为资料的再
利用替作者捏一把
汗，同时也觉得无
聊无趣。理想中的
散文随笔乃至小说
诗歌等，都是灵气
四溢的。因为，文
学之途，终究是一
种浑然迸发的气质
和气象。”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李昊南

西蜀历史的民间
与地方微观景象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读后
□谢天开

萧易新著《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版式精
美考究，图文互证，内容以考古文物为主要线
索，题材新颖而架构独特，文字灵动而厚重，言
语简约而精微。地方性知识与民间性凹凸地彰
显着此书的基本色调。

该书以时间为断代，从先秦一直记载描述至
明清西蜀大地上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
以及历史文化遗址，如宝墩遗址、金沙遗址、盐源
的笮人墓、安宁河畔的邛人墓、成都的孟知祥墓、
泸州的宋墓、泸县的中国最大明清龙桥群、盐亭
的字库等。

作者在前言里说：“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
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多是名不见经传的
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
断。”

如此民间立场记述与解读的方式，是于正
史的宏大家国叙事之外，凸显着民间叙事的细
微烟火气息。或让人俯身细察文物，或让人走
进遗址，并以此引导读者进入历史文化的现场，
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一同由
此而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种种景象。

书中对泸县考古实物的解读，是从“微观的
四川历史”印证了在华夏各族文化交流融合过
程中，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通婚为中介，华
夏各族血缘互相混合，华夏各族文化相互激荡，
并因此蜕化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在该书叙述中，作者涵泳于西蜀历史长
河，将自己“投射”到历史里去，既触摸到其中
的暗砺，亦打捞出其里的亮润，在历史的幽绿
与光白转换间，发挥了适度的“想象”，补上了
史料残缺与不连贯性，让历史想象建立在考古
实物与文献史料比对之上而得出合理的推论，
并由此洗磨前朝旧事，让西蜀历史在当下的文
化幕布上放映出绵密的微观画面，绽放出理解
的温情花朵。

书里所介绍的地方性知识，首先是关于西
蜀地域特定的知识的考古呈现。在“纵目之神：
三星堆的青铜时代”一节，说“眼睛是古蜀人给
人的印象”，因为在“甲骨文中的‘蜀’字，写法有
20多种，每一种写法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目’
字。”

著者这样的解读，基于历史与自己当前视
域重合的一种独到的推断，这样的猜想虽未得
到印证，但历史考证与文学深描的融合，却透露
出一线创见想象的启明微光。

从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蒲江
船棺的记述，再到对于“蜀犬吠日”“想象”的解
读，著者涉猎广泛而史料丰盈，脉络清晰而逻辑
严密，无不浸润着古蜀文明独特的地方性知
识。并且这样的记述又接续着徐中舒、任乃强、
蒙文通、邓少琴、顾颉刚等前辈先贤巴蜀史研究
的足迹而薪火相传。

书中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指西蜀特定的地
域意义，还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
化价值观和时间观。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一节中，详尽介绍了汉阙分为城阙、宫阙、陵墓
阙，而“中国汉阙大半在四川”。

在“合江金棺：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一
节，不仅再次说明“双阙是人间与天堂的界线”，
还揭示了“伏羲女娲”神话在画像棺上的意义。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插图精美且量大，
300 余幅高清
图片，另有文
物 线 描 图 示
穿 插 其 中 。
或 指 示 地 理
路线、或记录
考古现场、或
呈 现 文 物 细
部 。 将 历 史
真 实 的 存 在
转 化 为 各 种
影像，连缀为
一 系 列 永 恒
视觉文化。

杨献平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南太行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