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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各位志願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十分榮幸的受到
主辦方的邀請，從美麗的海南島，度假天堂，正在建設中的國際旅
遊島，來到了我們昆明，來到我們雲南，昨天從昆明來到大理。一
來到大理之後，我對大理的蒼山、洱海、古城，文明好客的大理人
所感動。因為雲南同樣是旅遊大省，海南、雲南南南合作，期盼著
我們共同攜手，創造美好的明天。謝謝！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核心問題是守規矩的問題。我講的第一個
問題就是中華文化進監獄的實踐證明，犯了罪的人是能夠教育改造
好的。犯了罪的人能夠教育改造好，別的還有什麼不能教育改造好
的？我分享的第二個問題是，不守規矩的人進監獄，監獄人對我們
社會人的警示與反思是什麼？那就是把好人生法律與道德的羅盤，
走好自己的路。剛才大家注意到了，我是用了一個比較標準的軍禮
對大家表示回敬，因為軍禮最能表明我的職業身分。軍警生涯四十
載，這一輩子除了當兵就當警察。一九六八年入伍，從一個農家的
孩子，普通役兵成長為一個野戰師的主管，在部隊當過指導員、教
導員、團政委、師政委，還有幾次上學。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我
只是告訴跟大家說明，就是說我的經歷，對如何做好思想工作，做
人的工作還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一九九六年底轉業到海南省司法廳
當副廳長，二００五年兼任海南省監獄管理局局長。特別是兼任監
獄管理局局長期間，整天和在押的服刑人員打交道。在押的服刑人
員是個什麼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人生的失敗者，每個
人都有一部人生破產史。在人生之路的腳下，我們會遇到很多門檻



，邁過去就是門，邁不過去就是檻。可以說我們這些在押的服刑人
員在人生的自治路上，這個門檻，這檻沒有邁過去。這個事值得我
們深思。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關鍵是我們怎
麼樣把自己人生的大廈建好。
　　對於監獄這個領域大家都感到很陌生，也很神祕，社會上對監
獄也有很多不好的評價，什麼打罵、體罰犯人等等。前蘇聯有個著
名作家叫托爾斯泰，他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打開一個國家的監
獄大門，你就了解了這個國家的文明發展水平。監獄是最能體現人
權、人性的地方。尊重保障人權已經寫入我們國家的憲法，可以說
現在全國的監獄，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軟件建設，都是非常不錯。
海南的監獄有六所，不是軍營，像似軍營；不是學校，像似學校，
而且是一座花園。打罵、體罰犯人，我敢說，起碼在海南監獄不存
在這個問題。我當局長期間，兩條必須把握，一不能有特權罪犯，
第二不能歧視罪犯。
　　監獄是國家刑法執行機關，監獄是將罪犯實行懲罰與改造、教
育勞動相結合這樣一個原則，目的是把罪犯培養成守法公民。周永
康同志講，要把刑滿釋放人員的重新犯罪率問題，做為衡量我們監
獄工作的首要標準，這是非常正確的。每當我從媒體上看到報導刑
滿釋放不久的人員又重新犯罪的消息之後，我做為局長深感內疚和
不安。重新審視我們監獄的教育改造工作，我覺得有值得深思的問
題。譬如說，現在監獄存在著兩重一輕的問題，重監管改造、重勞
動改造，忽視教育改造。第二個就是教育改造工作本身來說，也存
在著教育內容空洞，強行灌輸，教育手段也很落後，缺乏與在押服
刑人員的雙向交流與溝通。另外從分析犯人犯罪的原因上講，主要
是倫理道德出現了問題。所以教育改造主要是改造犯人的思想，最
重要的是道德思想。



　　所以從二００六年開始，我們海南就做出了一個決定，把傳統
文化引進監獄。開始我們是在一個監獄搞試點，海口監獄，再利用
這個試點，把其他監獄的部分警察，到這個試點單位搞培訓。開始
沒有老師，我們就借用社會的力量。海口有一個「孝廉國學啟蒙中
心」，這兩天給我們講課的蔡禮旭老師、李越老師等等，都是為我
們海南監獄傳統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下面我就想請工作人員先
播放一下二００四年中央電視台十二頻道，播送的反映海南監獄學
習力行傳統文化的一個片子，叫「遲來的愛」，放完之後我再接著
跟大家分享。「遲來的愛」在中央電視台播送之後，受到了社會各
界的關注和積極評價，全國政協委員淩孜、李玉玲專門到海南監獄
實地考察。在今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的全會上，李玉玲委員以「
關於在監獄服刑人員當中開展中華傳統教育的建議」為題，在全國
政協大會上做了書面發言。淩孜委員也以「建議在海南省建立全國
監獄系統人民警察中華文化教育基地」為內容，交了一份提案，司
法部也給了積極的答覆。
　　現在海南監獄系統還在繼續深入的開展傳統文化這種教育。主
要做法有三點，一是一門深入，長期薰修，這是一個做法。這個一
門，它不僅僅是一本書《弟子規》的問題，最重要的一門是指倫理
道德之門；長期薰修就是我們的學習要一生一世，活到老學到老。
我們在以《弟子規》為入門教材的基礎上，又選擇了《了凡四訓》
、《太上感應篇》做為傳統文化的基礎教材，制定了「三年一週期
，每年一本書」循迴進行的教育規劃，其中《弟子規》是貫穿教育
的始終。為什麼要把《弟子規》貫穿到教育的始終？因為《弟子規
》是天下第一規，不僅是弟子之規，也應是成人之規；不僅是百姓
之規，更是官員之規；不僅是社會人之規，更是囚子之規。一句話
，《弟子規》就是做人的規矩。以《弟子規》為主要內容，通過五



倫八德的教育，使服刑人員恥於犯罪，轉邪為正，本本分分的做人
；以《了凡四訓》為主要內容，通過改過遷善的教育，使服刑人員
悔於犯罪，轉染為淨，乾乾淨淨的做人；以《太上感應篇》為主要
內容，通過畏果斷惡的教育，使服刑人員畏懼犯罪，轉迷為悟，明
明白白的做人。
　　對於學習《了凡四訓》，特別是《太上感應篇》，恐怕有不同
看法，有的人認為這兩本書恐怕裡面有封建迷信的色彩，甚至有宗
教的色彩。這個事怎麼看？十七大報告講了，學習傳統文化，取其
精華，去其糟粕。我們先學，學了之後你才知道什麼是糟粕，什麼
是精華，你不學怎麼能知道？所以當我們在監獄開展傳統文化的時
候，我們是迴避迷信的東西，特別是宗教的東西。但是把裡面合理
的內核可以，像這個因緣果的事情。這三本書大家注意，《弟子規
》是悔於犯罪，懺悔自己；《了凡四訓》是恥於犯罪，改過；《太
上感應篇》是畏懼犯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善得善，種惡得
惡。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服刑人員正是種
下了自己的惡因，才到監獄裡服刑，所以因果的事，對服刑人員來
說是最有針對性。我們海南監獄除了這三本書，《弟子規講義彙編
》、《了凡四訓》，還有《太上感應篇》，這都是我們自己警察，
監獄管理統一組織搞的，非常有針對性，由我們自己的民警做為教
員給服刑人員講。現在可以說，「三年一循環，每年一本書」，現
在已經把《太上感應篇》八課講完了，也經過了考核。
　　第二個做法是「明倫倡孝，開啟心智」。《弟子規》，特別是
傳統文化，可以說是開啟人生心靈的一把萬能鑰匙。我們常講，一
把鑰匙開一把鎖，海南監獄學習傳統文化的實踐證明，傳統文化，
《弟子規》這幾本書，是能夠開啟生了鏽的萬把鎖。服刑人員可以
說，這把鎖都是生了鏽的。我深深的感受到，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



滲透力、穿透力，學了之後會在心裡發酵。現在我們很難找到一種
教育，讓人家痛哭流涕，我們從中華文化中找到了這種教育的真諦
。我們衡量教育效果如何，我的感受就是六個字，動情、入心、踐
行。教育都不動情你能入心嗎？不入心能力行嗎？海南監獄搞傳統
文化教育就按照懺悔、改過、感恩、重新站起來這樣一個路子，按
照這樣一個教育路子。所以有的服刑人員講，學習傳統文化之後心
血噴湧！
　　第三個做法就是知行合一，貴在力行。就是學一句，做一句。
監獄學習傳統文化，有更深意義的一個層面，因為監獄把在押的服
刑人員關在監獄，為社會減少了不穩定的一個層面。全國在押的服
刑人員多少？數字可能是保密，但是單位是在百萬以上。是一百萬
、兩百萬、幾百萬，我不說這話，起碼是百萬以上。你說這些人放
到社會來，社會還能安定嗎？但是如果在監獄通過教育改造，把在
押的服刑人員教育改造好，減少他們重新犯罪，這也是為社會的和
諧穩定做貢獻。下面我想講幾個服刑人員，通過學習傳統文化的一
些事例。我當局長期間，除了通過親情會見之外，我還做了一個大
膽的決定，就是清明節期間，放部分的服刑人員，放假回家祭祖。
可以說給他們一個力行的機會！但是風險很大，一個不回來怎麼辦
？我承擔責任。但是我先告訴你們，放去那麼多人，百八十人，沒
有一個不按時回來的。下面我講一個在押的服刑犯，是一個市里社
保局的局長，因為貪污被判刑。他回家祭祖之後有一個感言，我把
他寫的感言給大家讀一下。
　　按傳統說法，我算是歸於孝子的那一類。我的祖輩向來有著清
明掃墓的習慣，延續下來，到了我這一代，此風似乎還濃一些。我
從小可以說是逢節必至，從未間斷過，即使是後來有了公幹，雖公
事纏身，可到了這一天，我還是設法抽出身來，回家應時盡一分孝



的義務。服刑之後，此念早已滅絕。不過就在今年清明節即將到來
之際，我的那種固有的清明意識竟然日趨強烈起來，有時到了情不
自禁的地步，想必是監獄裡開展中華文化教育給我的薰陶所致。也
許是天隨人願，節前一天，我突然接到監獄長的通知，說是監獄同
意我回家，清明回家探親。我頓時驚喜萬分，感激之餘，我沉浸在
監獄人文管理的溫暖之中。很快，我夢幻般的踏上了歸程。按理說
，見到如此眾多的親人，我應該高興才是，可我心裡卻很沉重，還
不時有眼淚流出，而流得更多的是心淚。看到那些漫山遍野掃墓的
人群，我心中湧現出了無限的感慨。同是在掃墓，感受各異。無論
是從外地回來的，還是在家鄉創業的，他們顯揚出來的是盡孝供先
，承傳祖業，甚至是光宗耀祖。可我該算是什麼？站在祖宗面前，
我無法抬起頭來，懺愧中有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家祭時，我足足
跪了一刻鐘，以至於我的長跪引起了親人們的一片哭泣聲。告別老
家時，我仍然沒有感覺出半點的欣慰和輕鬆，只是在想著自己應該
做的事情。末了，我在心裡反覆說這樣一句話，不管以往做過什麼
，但我的一切還可以重新再來。二００七年四月八日。
　　可以說給他一個回家祭祖，在祖墳面前，面對老祖宗懺悔，他
講，流的是心淚！他會感到犯罪是最大的不孝。我們海南省有個副
省長到監獄裡視察工作，我陪著他，他在美蘭監獄問一個服刑人員
說：你們學習傳統文化之後，你有什麼感受？這位很年輕的服刑人
員馬上站起來說：報告領導，如果我早一點學習傳統文化，我就不
會到監獄裡來了。一句普通的話多麼深刻，學不學習傳統文化決定
人一生的走向。早學點傳統文化，我就不會到監獄裡來了。
　　當我們國家遇到重大災害的時候，在押的服刑人員也表現出一
種遷善之心。海口監獄有這樣一個服刑人員，死緩犯，當他得知汶
川大地震的時候，他通過與家人聯繫，捐了一萬塊錢。當警察們問



他，你為什麼這樣做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只想給災區的
孩子多買幾個書包。所以我每當想到這個死緩犯，多為給災區的孩
子買幾個書包的時候，我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感動、很大的觸動。「
人之初，性本善」、「凡是人，皆須愛」，我們雖然不能說罪犯我
愛你、死緩犯我愛你，這話可能也不好說，也不可能去這麼說，但
是我們這個死緩犯，這種向災區人們所獻的一分愛心，難道不值得
我們愛嗎？給我們海南監獄講課的海口孝廉國學中心的老師，有個
叫張小冬，他的父親得了白血病。當我們海口監獄的服刑人員得知
他父親有病的時候，大家自發的捐了一萬多塊錢，給他們傳授中華
文化的老師張小冬，使張小冬非常的受感動，就是說傳統文化能喚
起我們罪犯一分愛心。
　　刑滿釋放人員，他們的表現怎麼樣？通過傳統文化的學習，有
這樣一個服刑人員，姓吳，在監獄裡通過學習、力行傳統文化，做
到了與人為善、禮貌待人。他刑滿釋放之後就到海口美蘭區辦戶口
，落戶，態度和藹可親，給警察深深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使在
場的民警驚訝萬分，他們說這也不像是從監獄裡出來的人。還有一
個刑滿釋放人員，姓張（因為我不想說名字，服刑人員也有隱私的
問題），家裡三口人，為爭家產鬧得雞犬不寧。他刑滿釋放之後，
把監獄裡學到的《弟子規》中講到的「財物輕，怨何生，言語忍，
忿自泯」的道理，給兄弟們耐心的進行勸解，並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絕不能因為財產傷害我們父母的心，斷送手足情。在他的溝通之
下，化解了家庭的一場風波。我想這場風波是從監獄裡回到社會的
人做的工作，用《弟子規》傳統文化化解社會矛盾，我覺得是一個
創舉。我相信我們這個刑滿釋放人員，能擔當起人民調解員的重任
，我們也衷心希望這位刑滿釋放人員，用傳統文化化解社會矛盾，
我們為他鼓個掌！



　　還有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離別之前給監獄寫了一封信，也非常
受感動，他姓胡。就要出監獄了，即將踏上擁抱故鄉的歸程，如果
說我已然做好了從頭再來準備的話，那麼應當得益於在海口監獄對
我人生的補課，這課補的就是中華文化的教育。面對一張張親切熟
悉的臉龐，心中油然生出一分難分難解的思緒。其實這世上距離最
遠的是人生之間的距離。在我有幸參加中華文化學習，老師把古人
那些孝敬父母的故事講給我們聽，當時我心裡五味雜陳，流下了不
知道是因為感動還是因為愧疚的眼淚。人的心靈之間，明顯的感到
親近多了，「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個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尊嚴，每
個人心中都有親情的種子，都有求生的欲望，只有經過中華文化乳
汁的哺育，它才會催生發芽。回顧以往，不堪回首的是自己做人的
失敗，是對父母的不孝。懺悔之後的信心支撐，就在知恥而後勇。
當你對人懂得感恩時，對事學會盡職盡責時，對物知道珍惜時，對
己能夠克制時，你就會感到傳統文化的力量，時時在提醒你和鞭策
著你。
　　人生失敗的原因，可以找出百十條，但共性的一點就是沒有守
住規矩。尤其是到了我這把年齡的人，生活中的確有明規則、潛規
則，可真正要做到守規矩，還是要靠修身養性，學會獨慎。中華文
化告誡我們，學習聖賢之道在於明智慧，承老師，當你把學到的《
弟子規》，真正變成實際的時候，你就紮下了規矩的根。我真切的
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學習，提升了我自己內心約束的檔次，再也不
會去做己所不欲強施於人的蠢事了。只要用心體察一下就會發現，
在自律中，我們中國人同外國人很不一樣的觀念有兩處，一是問一
問自己的行為對得起父母、對得起祖先嗎？二是經常問一問自己的
行為對得起兒女嗎？服刑的五年半時光，我對家人欠缺的已經太多



，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活，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過，我會帶著這兩
把戒尺經常拷問自己，做一個循分稱家的兒子、一個稱職的父親、
一個合格的公民。二００八年九月二十四號。
　　這位服刑人員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實際是我今天要講
的問題，守規矩。他的教訓就在於沒有守規矩，他通過學習傳統文
化之後，懂得了我們必須要守規矩，這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課題。守
規矩就是人生的消防栓、閥門鎖。這是海南監獄系統通過傳統文化
學習，我是僅僅列舉了其中部分服刑人員學習的感受。這是三點做
法。
　　我還有三點感受在這跟大家說一下，第一點感受是，無論是黨
政機關，還是企事業單位，一把手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程度具有決定
意義。特別是在領導，就這件事，上邊既沒肯定又沒否定，既沒說
行也沒說不行的情況下，你怎麼辦？這個單位的一把手怎麼辦？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單位的權力就是一
把手的權力。我曾經說過一二三四，一把手是說一不二，二把手是
說二不一，三、四把手只能說三道四。我們海南監獄是二００六年
五月份搞起來的，大家知道，黨的十七大是在二００六年底召開的
；也就是說，海南監獄弘揚傳統文化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弘揚中
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之前搞的，可以說那個風險
是不小。當時我們時任司法廳長司文同志和我本人，都應該說是倡
導傳統文化進監獄的決策者。我本人是軍人出生，軍人有一個優點
，執行文化不錯，行勝於言，認准的事咱就排除干擾，一抓到底。
好在我局長一把手，有強大的行政權力，可以利用這個行政權力做
點事。當時反對的聲音真不少，但是本人也屬牛，牛的特點是認准
的事一直走到底。牛除了喝水和吃草，低頭，其他是不低頭的。這
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感受就是，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的問題，這也是非常重要
的一條。不瞞大家說，我開始學習傳統文化就是針對在押的服刑人
員，學來學去感覺到不對頭。一個我就感覺到，咱們警察和服刑人
員在傳統文化上都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我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人，今
年六十一週歲過去了，我接觸傳統文化什麼時候接觸的？就我這把
年齡，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中接觸到的。把那些好的東西，和為
貴、溫良恭儉讓、學而優則仕，好的東西都當成錯誤的批判，何況
我們年青的警察！再加上這個傳統文化，我們教育處長說，傳統文
化它不是靠說教，是靠身教，靠我們警察的為人師表，靠我們的行
，模範的行為去感化、帶動服刑人員。所以我當局長前就做出個決
定，全體警察，兩千多人，全員進行培訓。分兩批，每一批半個月
，集中搞培訓，學習《弟子規》。
　　第三點感受，就是我們每個單位開展傳統文化學習的時候，一
定要注意培養自己的種子老師。開始我們可以借用社會的力量，你
邀請我來給大家分享，我因為在職，還有兩年多退，如果是方便的
時候，我也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但最終，一個單位持之以恆，還要
培養自己的老師。海南監獄一開始我們就注重這個事，海口監獄搞
試點的時候，把其他監獄的警察，每個監獄來個十名八名，就培養
種子老師。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海南每個監獄，有非常稱職的八
名傳統文化德育的老師，現在海南監獄一共四十八名種子老師，他
們活躍在海南各個監獄。
　　民警學習傳統文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像我們監獄長說到的
，他注意尊重服刑人員。就我本人來講，服刑人員開大會的時候我
就搞動員，我穿著警服，首先給他們敬了個禮。當我這個禮敬下去
之後，我看到有的服刑人員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因為警察和服刑人
員，法律定位是不平等的，他是管理者、教育者、執法者。一個省



的局長給他們敬禮可不多見，為什麼這麼做？我體現了對他們人格
的尊重，因為犯人，法律上認定還是屬於特殊公民。不是以往敵人
的概念，搞公民選舉的時候，選票還到監獄裡拉，他們還有選舉權
，除了剝奪政治終身那樣的沒有被選舉權，其他還有被選舉權。我
們在監獄裡頭，最受服刑人員歡迎的，是學習、力行傳統文化比較
好的警察，再加上心理學，心理矯治，心理學學得好的，最受歡迎
。
　　民警學習傳統之後，不僅在職業道德、愛崗敬業上發生了變化
，家庭也發生變化。我遇到一個我們警察的夫人，我問她，我說妳
知道監獄在開展傳統文化嗎？她說知道。我說學習傳統文化有什麼
感受？這位夫人說了一句非常幽默而且意義很深刻的話。她說局長
，我怎麼有換了一個老公的感覺？同樣是一個老公，學習傳統文化
和不學習傳統文化不一樣。以上就是我把海南監獄開展傳統文化的
情況，特別是我當局長期間，因為我是一九九八年初就到省政協去
工作了。
　　我可以再告訴大家，學習傳統文化首先惠及的是我們自己和家
人。因為行善，因緣果的事，大家要相信這個事。我們海南監獄當
時開展傳統文化，一共我們有五個人，我一個，還有一個副局長、
一個教育處長，還有海口監獄監獄長，還有一個副處長。現在出現
什麼情況？這幾個人都提拔了。組織上提拔我敢說，他並沒有說是
因為弘揚傳統文化提拔你，不是這個原因。我本人五十九歲的時候
，要退休了，從副廳提正廳，六十三歲才能退，二０一三年才退。
我那副局長是正處，海口監獄的監獄長是正處，教育改造處長是正
處，最近都提副廳。副處長單立峰提正處，她老公原來是個處長，
提為海南省司法廳政治部主任，副廳。我說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
只要行善、做善事，把那些人生觀變了形的一些罪犯如果能改造成



人，不僅僅成為守法公民，而且要成為有道德的守法公民，我認為
這確實是對社會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座我們這些來賓，都
是弘揚中華文化的熱心人，還有的老闆在資助。我相信我們只要做
下去，利國利民、利家利己。
　　下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第二個問題，監獄人對我們社會人有哪
些警示與反思，這個警示、反思就是把好人生法律與道德的羅盤，
走好自己的路。監獄是最好的社會警示教育基地，在押的服刑人員
也是最好的提供人生參考消息的反面教育。聰明的人用別人的教訓
教育自己，愚蠢的人用自己的教訓教育別人。發現錯誤的價值往往
不亞於發現真理。前車覆，後車轍。我們都要當聰明的人。無論什
麼人，人的一生可以用三個字概括，一生的輝煌與失敗離不開一個
「欲」字，欲望的欲，一生的幸福和痛苦離不開一個「情」字，涵
蓋這兩個字的是一個「度」，適度、守度，我解讀這三個字就是說
要寡欲、真情、守度。欲和情可以說都是人的一種正常需求，關鍵
是這個度，但是欲和情也是個雙刃劍，從在押服刑人員的身上通過
分析，說到底，要不然在欲上出現了問題，要不然在情上出現了問
題，沒有把握度，就是貪的欲望。情的問題也是把握不好，把握不
好這個度都容易出現問題。像女性犯罪，情感犯罪的比較多，激情
犯罪、家庭暴力，或者說老公有第三者，要不然殺老公，要不然殺
第三者，反正是監獄裡這樣女性犯罪的人還真不少。我說欲和情這
個事一定要在度，在適度和守度這個問題上做文章，這個度是什麼
？守規矩，就是守規矩。守規矩就是要遵守人生的交通規則，千萬
不要亂闖紅燈。
　　在監獄人對社會人的警示當中，我想從五個方面跟大家分享一
下，非常重要；對我們在座學習傳統文化的人聽了不重要，但是在
那些社會法律邊緣上為所欲為的人非常重要。我與大家分享的第一



個人生警示課題是，這兩句話大家記住，「法律是最底限的道德，
道德是高標準的法律」，就是讓我們認清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內在聯
繫和區別。怎樣理解法律是最底限的道德？法律視野中的人，既不
是雷鋒那樣的好人，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法律視野中的人是個
中人。這個人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壞事，可以在法律範圍內隨
心所欲，但不能超出法律的邊界為所欲為，這個人不需要有多麼高
尚的道德品質，只要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就行，這就是法律對人的一
個基本要求。就是說，你做不做好事我不管你，但是不能做壞事，
你做壞事，法律上我要找你算帳。人只應有一種禁忌，就是法律，
就是不能亂闖紅燈。
　　我聽說過這樣一個法制故事，這個故事聽了之後也值得我們深
思。就是有一個到德國留學的中國青年，男青年，他在德國結識了
一個德國姑娘，雙雙墜入愛河。有一天他倆在街上遇到了紅燈，在
遇到紅燈的情況下，我們這個中國青年毫無猶豫的，看到前面沒有
車通行就走過去了。這個德國姑娘看了之後目瞪口呆，過去之後，
跟這個中國男青年說一聲拜拜，走人了。為什麼？這個德國姑娘的
理由是，這個人連紅燈都敢闖，太危險了，那今後什麼事不能幹出
來？對這個中國男青年自尊心有很大的傷害，他決心在德國學業成
就之後，回中國來找女朋友。結果他在北京結識了一個北京姑娘，
兩個人也是雙雙墜入愛河。同樣是上街遇到了紅燈，在這種情況下
，男青年在那靜靜的等著。這時候北京姑娘闖過來了，她就問那個
男青年，你在這幹什麼？男青年說我在等綠燈。結果這個北京姑娘
跟他說了一聲拜拜，也走人了。為什麼走人？她對這個男青年說，
這個人連紅燈都不敢闖，那將來還能幹什麼大事？我講這個故事給
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點啟示，我們一定要遵守社會的習慣，我們講
社會公德，有紅燈我們就要停。第二條給我們的啟示，我們擇偶究



竟選擇什麼樣的人，你是選敢於闖紅燈的人，還是選擇在那耐心等
綠燈的人？值得我們深思。我講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守規矩的
問題。
　　為什麼法律對人們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壞事，這最低標準
的行為，我們有相當人做不到？我當局長期間，海南海口監獄是我
們海南省紀委的一個預防職務犯罪的警示教育基地，每年有很多廳
局帶著機關人都來海南海口監獄搞警示教育。一出來之後我得陪一
下，陪一下我就肯定要講講話，我就琢磨歡迎詞怎麼說，這個歡迎
詞不是隨便說的。你們可以說，我們那個劉芳，我們到妳美容的地
方，歡迎再來，我這個監獄管理局長怎麼說歡迎到監獄裡來？只能
說歡迎到監獄搞警示教育。但是為什麼不歡迎到監獄裡來？每年海
南，一個小小的海南省，每年到監獄裡接受服刑的三、四千人，在
公安看守所裡頭人滿為患，在社會法律邊緣上為所欲為的人所在多
有。為什麼？首先我們從法律層面上分析這個犯罪主體原因，從法
律層面，等會我再從別的層面說，起碼有四種情況四種人。一個就
是文盲加法盲，這不用說了。第二是類似知識分子，知識一肚子，
法律弱智兒。三是司法人員，知法犯法，海南法院、檢察、公安那
裡頭那些廳級幹部，到監獄裡服刑的還真不少，你說他不懂法嗎？
第四種情況，有權勢的人，蔑視法律。
　　有一個曾因犯搶劫罪，一審被判死緩，二審改判為無期徒刑，
在監獄裡服刑過的崔某某，是上海財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曾在浙
江省棉紡總廠財務處任成本核算會計，在人生不夠現代的刺激下下
海經商到廣東海南，後來因為參與團夥搶劫被判刑。夢醒時分悔恨
深，崔某在監獄裡懺悔的說了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為什麼一個
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成了罪犯？為什麼學過財會專業的神算者算
不清自己的人生帳？雖說我是一個大學生，知識一肚子，嚴格的說



，我是個法律弱智兒。今天我特別珍惜自己生命的某種意義，這是
因為我是一個被法律留了一條命的罪人，踏過一腳棺材內、一腳棺
材外的恐懼日子走過來的。將留給自己一生的教訓，將來有機會，
告誡那些涉世尚淺的青年人，一旦動搖了以德為善的靈魂根基，接
受或追求超越現實基本行為準則的冒險刺激，說不定哪天會在陰溝
裡翻船。法律是行為最堅實的保證。我決心以牢樁磨礪，把刑期當
學期，領悟人生內涵，重歸社會，做一個遵紀守法，有利於社會的
新人。
　　這個服刑人員，大學生，他的教訓是把刑期當學期。無期徒刑
，在監獄裡最少要待十二年，這十二年，這哪個學校？上十二年的
大學，我跟你講出來之後不得了，還沒有這樣的學校。監獄也是個
特殊的學校，他就把這個刑期，要上十二年的大學，在這個特殊的
大學裡頭，一方面接受懲罰，限制他人生自由，一方面接受改造，
包括勞動的改造。所以說法律有雙重性，一方面做為知識，我們通
過學習法律知識參加司法考試、公務員考試，積極的踐行司法公證
，行政司法；另一方面，法律它是規範人們行為的，這一點切記不
要忘掉。我們學習法律的時候，不要僅僅把它當成知識學，把它做
為我們工作生活習慣的一種行為的約束。所以我們要做到三熟悉，
就是熟悉憲法、熟悉基本法律，要熟悉我們與工作、生活，學習相
關的法律法規，對一些犯罪概念的構成，罪刑種類、量刑、訴訟程
序都要有一個準確的概念。我們追求的目標，要人人懂得法律，使
愈來愈多的人不犯法，積極維護法律的尊嚴。利用自己學到的法律
知識，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壞人壞事做鬥爭。
　　法律層面還告訴我們一個什麼問題？平時要遵守紀律。因為紀
律和法律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有些人就是越過了這條鴻溝，
從違紀開始走向犯罪的道路。所以平時教育小孩一定要注意很多規



矩，我們一定要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在學校裡要遵守學校的
紀律；一個不遵守紀律的人，將來容易走向犯罪的道路，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教訓。現在咱們就休息二十分鐘之後，我再接著跟大家
分享。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