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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生阿耿。
不平则鸣，假文笔作投枪，戳穿各色魍魉。
针砭时弊，少年文采风流，谈笑皆成文章。
十年如一日，躬耕于三尺讲台。
而立之年罹患癌症，坦然面对，一往如前。
继续呐喊法治理念。
而今，斯人虽逝，其言尚存，
集此为“呐喊集”，
精选作者从2005年到2012年的文章，从各个角度体现“为权利而斗争”之主旨，
体现了其有别于“顶层设计”的“草民设计”。

 

内容简介

“权利”不同于“利益”，是一个法律概念。具体的权利，被以不同的语言、形式、程
度规定在宪法和法律里。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就是非要实现不可的。阻挠宪法
、法律权利的实现，轻则违法，重则犯罪。
但是，通常，权利不会自动实现。它要靠权利人去争取。而当权者横加阻挠时，则非通
过斗争不能实现。正因如此，《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字字句句贯穿着“为权利而斗争”
的精神，从头至尾充溢着“为权利而斗争”的高昂呐喊。

作者简介

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教员。乙卯年腊月生于山东沂源，癸巳年五月卒于
上海，终年38岁。少时求学路多波折，入大学后选择法学专业，渐进求学于烟台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深受民法公平正义理念之熏陶，竭力宣扬民主、平等法治。不
平则鸣，假文笔作投枪，戳穿各色魍魉；针砭时弊，少年文采风流，谈笑皆成华章。十
年如一日，躬耕于三尺讲台。而立之年罹患癌症，坦然面对，一往如前，继续呐喊法治
理念。而今，斯人虽逝，其言尚存。生前著文若干，曾结集出版《土生阿耿“三戒”文
丛》名曰《世界之戒》《学界之戒》《法界之戒》现精选余篇章，成此《为权利而斗争
土生阿耿呐喊集》以资纪念过往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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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13年6月30日12点零6分，李绍章老师以微弱、哽咽的声息，断断续续地在电话里要求
我为他的“⋯⋯最后一本法学书写一个序言⋯⋯”并“⋯⋯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我
立刻意识到他自感已近生命尽头，所以提出了这一生命的最后要求。我当然毫不犹豫地
应承了。
7月2日中午赴医院看望他事，他嚅动着嘴唇，竭尽最后的力气，又对我说了些无法听明
白的含糊的话，其中有“⋯⋯字数不多⋯⋯”几个字音。显然还是出书的事。我再次应
承了。下午6时28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7月3日下午赴殡仪馆为李老师送别。袁远老师代他交来了书稿《法治遗书》的打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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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阅读完了《法治遗书》。边阅读，边思考，这“序言”写些什么、怎么写。
可写的角度太多太多。他学识的深邃、治学的严谨、文笔的犀利、教学的认真、为人的
耿直、对绝症的顽强抗争⋯⋯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令人钦佩之处，都可一书再书。但久
久思索之后，我决定以“为权利而斗争！”之题应命。
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法治遗书》第六部分的大标题。而统观全书，直接点明“为权利
而斗争”这一主旨的篇什，就有《私权神圣》、《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道路命
名权》、《MTV版权费》、《艾滋私权》、《艾患权利特殊性》等6篇。至于其他各篇
，实际上也都体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呼号与有别于“顶层设计”的“草民设
计”。
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是随时都会化为激奋的具体行动的
，为自己、为他人、更为全社会，在《教师的地位和责任》一节中，他回顾了读研究生
时的一件事：“我在读研究生时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位教授，课程名称是‘民事诉讼法专
题研究’，但第一堂课程这位有着兼职律师身份的教授，就将自己如何骗当事人钱的光
辉经历吹了大半节课。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课程，我想听的就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
及前沿理论，与‘如何骗当事人钱’有何牵连？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本是
正常的，但通过坑蒙拐骗、忽悠捣蛋骗取不义之财，而且还要以教授身份在研究生课堂
上公开炫耀，我就实在不敢恭听了。于是，性格直爽的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当场摔书拍
案离开教室，以后也再也没有来上过这门课，我打心底认为这位教授不配做我的老师。
”看到这里，我不禁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研究生而拍案叫好！“不平则鸣”，这是先贤的
遗训。当歪风盛行之时，群体的沉默，无异于对其之支持。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依法为权
利抗争时，社会才能快速进步，积弊才能尽快消除。在《状告“铁老大”究竟有多难》
和《当法院面对媒体》、《尝试起诉中国移动》及《想去法院告友人》等篇目中，读者
自然可以了悟：虽然事由甚小，但李老师“心事浩茫连广宇”，表面上他是为个人权利
，实际上都是为全中国广大消费者权利的被侵损而斗争；而且，“浩茫心事”还“连”
及“广宇”的深处——司法、执法的体制，号召每一位公民都要为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
权利而毫不妥协地斗争！ 2013年6月30日12点零6分，李绍章老师以微弱、哽咽的声息，
断断续续地在电话里要求我为他的“⋯⋯最后一本法学书写一个序言⋯⋯”并“⋯⋯在
法律出版社出版⋯⋯”我立刻意识到他自感已近生命尽头，所以提出了这一生命的最后
要求。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了。 7月2日中午赴医院看望他事，他嚅动着嘴唇，竭尽最
后的力气，又对我说了些无法听明白的含糊的话，其中有“⋯⋯字数不多⋯⋯”几个字
音。显然还是出书的事。我再次应承了。下午6时28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7月3日下午赴殡仪馆为李老师送别。袁远老师代他交来了书稿《法治遗书》的打印件。
现在，我已阅读完了《法治遗书》。边阅读，边思考，这“序言”写些什么、怎么写。 
可写的角度太多太多。他学识的深邃、治学的严谨、文笔的犀利、教学的认真、为人的
耿直、对绝症的顽强抗争⋯⋯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令人钦佩之处，都可一书再书。但久
久思索之后，我决定以“为权利而斗争！”之题应命。 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法治遗书
》第六部分的大标题。而统观全书，直接点明“为权利而斗争”这一主旨的篇什，就有
《私权神圣》、《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道路命名权》、《MTV版权费》、《艾
滋私权》、《艾患权利特殊性》等6篇。至于其他各篇，实际上也都体现了“为权利而斗
争”的精神、呼号与有别于“顶层设计”的“草民设计”。 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精
神，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是随时都会化为激奋的具体行动的，为自己、为他人、更为全
社会，在《教师的地位和责任》一节中，他回顾了读研究生时的一件事：“我在读研究



生时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位教授，课程名称是‘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但第一堂课程这
位有着兼职律师身份的教授，就将自己如何骗当事人钱的光辉经历吹了大半节课。民事
诉讼法专题研究课程，我想听的就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及前沿理论，与‘如何骗当
事人钱’有何牵连？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本是正常的，但通过坑蒙拐骗、
忽悠捣蛋骗取不义之财，而且还要以教授身份在研究生课堂上公开炫耀，我就实在不敢
恭听了。于是，性格直爽的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当场摔书拍案离开教室，以后也再也没
有来上过这门课，我打心底认为这位教授不配做我的老师。”看到这里，我不禁为中国
还有这样的研究生而拍案叫好！“不平则鸣”，这是先贤的遗训。当歪风盛行之时，群
体的沉默，无异于对其之支持。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依法为权利抗争时，社会才能快速进
步，积弊才能尽快消除。在《状告“铁老大”究竟有多难》和《当法院面对媒体》、《
尝试起诉中国移动》及《想去法院告友人》等篇目中，读者自然可以了悟：虽然事由甚
小，但李老师“心事浩茫连广宇”，表面上他是为个人权利，实际上都是为全中国广大
消费者权利的被侵损而斗争；而且，“浩茫心事”还“连”及“广宇”的深处——司法
、执法的体制，号召每一位公民都要为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毫不妥协地斗争！ 这
种“为权利而斗争”的呼号，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响彻校园、响彻课堂、响彻电台、响
彻报纸杂志，尤其是响彻网络。从内容来看，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呼号，在他短暂
的一生中，仅在法律领域，就响彻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响彻宪法、行
政法、刑法、诉讼法尤其是民商经济法等多个部门法。李老师是一位勤奋的、刚毅的、
踏踏实实的学者，他不止步于呼号，而且昼思夜想甚至彻夜不眠地构想、设计一些应予
以密切关注却被冷落了的事涉民生与社会进步的法律法规。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
殚精竭虑、严密构思的关于文艺法、著作权法、卫生法、教育法等的立法宗旨，法律条
规甚至立法技术方面的许多建言。本人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25年之久，这25年之中当
然看到不少代表、委员对立法的关心，但我不惮直言，不关心的比关心的多，而关心者
中，有真意、有深意、有意义的立法建言，很可能远少于从未当过代表、委员的李老师
的建言。“位卑未敢忘忧国”。李老师从不因居“草民”弃国弃民，而是忠心耿耿忧国
忧民，自觉地、忘情地就立法做种种设计。 “权利”不同于“利益”，是一个法律概念
。具体的权利，被以不同的语言、形式、程度规定在宪法和法律里。既是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权利，就是非要实现不可的。阻挠宪法、法律权利的实现，轻则违法，重则犯罪。 
但是，通常，权利不会自动实现。它要靠权利人去争取。而当权者横加阻挠时，则非通
过斗争不能实现。正因如此，李老师的《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字字句句贯穿着“为权利
而斗争”的精神，从头至尾充溢着“为权利而斗争”的高昂呐喊。 像绍章这样的人，如
此优秀，如此正直，如此执着，如此顽强，实在应该活个人类平均寿命的几倍以上。但
是非常不幸，他在32岁上得了鼻炎癌，33岁时又转化成了骨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还坚持奋斗在教学岗位上，还成了全校的教学标
兵、先进教师！遗憾的是，人类还未能战胜癌症，绍章为生的权利的斗争先败了。但英
年早逝的李老师为人民的宪法、法律权利而斗争的理念，是将永世长存的！■
倪正茂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00学者使命（代自序） 学者使命 （代自序） 常听到有人
说，学者应多一些建设，少一些批判，说这番话的人竟然还多是一些学者。那么多违章
建筑，拆都拆不完，拆都拆不动，甚至说个“拆”字都要“暂不发布”，哪来得及去建
、建、建。真要建，也轮不到学者。轮到了，也未必是你；即便是你，也得先拆。我不
去拆，你咋去建？ 术业有专攻，事业有分工。学者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批判是学者身
份证明和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不去批判，不配称为学者。只去批，或者批狠了、批过



了、批出影响了，官府可能会请你喝茶，但骨子里除了恨或厌恶，更多的也许还是认可
；只去建，或者干脆去舔、去歌颂，舔多了、舔爽了，舔出名堂了，官府可能会请你喝
酒，但骨子里除了暂时御用之外，更多的必定是鄙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刻地明白
官府该做什么、学者该做什么，无论喝茶还是喝酒，皆为官府的立场和使命，不过是他
们维持临时政局、表现在职政绩的特定需要而已。况且，一旦他们弃官从学，比谁都能
批判，只是身心一时在政在朝，不得已而为之。所以，缺乏批判意识的学者，甚或忘记
职业使命、背离人民期待而只图御用的学者，不仅人民会唾弃，官府也是未必瞧得起的
。学者，就应多朝着被官府邀请喝茶而不是喝酒的方向努力。茶喝多了，你就是人民心
中真正的学者；酒喝多了，你就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因此，在政治压倒一切的
年代，我深切地渴望更多的学者勇敢地加入到批判的队伍，而不是口口声声的“建设”
，甚或为那一幢幢违章建筑涂抹了又涂抹，粉饰了又粉饰。而且在我看来，批判不能支
支吾吾，不痛不痒，遮掩了又遮掩，“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批判要猛烈，要加倍，
要夸张，要超越实事求是，三分的错要吆喝成十分。鲁迅先生有言：“中国人的性情总
是喜欢温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
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已经戴满一身符号的学者，倘若
从真糊涂和装糊涂中陆续爬出来，端出学者的样子，慷慨摒弃那些前怕狼后怕虎、前怕
党后怕府的鸡皮疙瘩，甩开袖子，迈开步子，睁开眼蛋子，张开嘴皮子，扯开低调太久
了的嫩嗓子，为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敞亮地吼上几声，这种真正的批判其实就是最
伟大的建设。意识不到，就只能继续万马齐喑，或者继续共唱同一首歌。这看似中庸、
稳重、理性，其实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典型、最危险的偏激，甚至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带
有相当欺骗性的、纯粹的反动。 同时，我单纯甚而幼稚地期待，官府能够为学者的批判
提供更加广阔、宽松、安全的平台。对学者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行为多一些包容、鼓励和
反思，少一些担心、憎恨和压制。学者不缺茶，也无须官府陪聊。真正的学者必定是单
纯的，他们只认其批判的使命和社会公共责任，只期官府能够尊重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再奢侈一点，就是企盼官府能够识别真伪，切实为人民福祉和社会安康多一些善意和实
干。 我有心批判，只惜资格不够，能力限量，平台匮乏，围观听众也尚未铺开。好在以
博客、微博、论坛为主要形式的网络传媒，叫我至少能够将那些未必成熟但尚算真实的
私心、私意、私想、私语公开地展播出来，权且聊以自慰、自娱、自乐、自足。足以？
足矣。■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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