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治国，早已鼓
吹多年。2014年，十八
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定
为依法治国，并围绕依
法治国脚踏实地设定
具体制度与措施。法治
由“空中之城”逐步落
地，宪法宣誓制度、宪
法日设定，违宪审查、
司法独立也在稳步推
进。一些影响巨大的案
件，尤其是呼格案、聂
树斌案的再审让公众
看到政府推进依法治
国的诚意，也在重塑着
这个国家对法律的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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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常 态 有 温 度

[抚脉]

跨年特别报道

历史的进步总是藏在细节中，如果要给2014

年做个评价，我认为不在宏大主题的宣誓——— 固
然这也很重要，中国从来不缺这类话题，而缺在宏
大话题下的细节和扎实的行动，它们往往印证了
一个时代的进步。

依法治国无疑是2014年从庙堂到民间最关
注的话题，但是，如何透过官方语言搞清依法
治国的真实意图，如何在宏大叙事中建立起百
姓对法治的信心，一些具体的扎实的制度、措
施、行动和个案，会更有力量。

在对依法治国的高调宣传中，宪法宣誓
制度和宪法日的设立，特别是司法当局对呼格
案和聂树斌案的重审及追责，是值得一说的。
宪法和法律不单是写在文本上，或口头说说的
东西，要使它有生命，让公民觉得须臾离不开，
就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际生活中起实
在作用。

宪法宣誓制度及宪法日的设立，通过一种仪
式化、节日性的活动，将社会中的两个群体——— 最
有权力的公务员和最应该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大
众——— 拉近同宪法和法律的距离，感受宪法和法
律不是虚无的，体会到一种法律责任和使命，这比
单纯的说教对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的效果要强得
多。

另一方面，通过对冤假错案的纠正和追责，显
示司法当局有错必纠、有责必究的勇气，从而让人
们看到执政者推进依法治国之诚意，树立起对司
法公正的信心，这一点尤其必要。也许站在局外人
角度，觉得纠正一起冤假错案，乃理所当然，且也
无需格外的勇气，但身处其中，会发现这其实非常
困难。

从上述两起案件来看，尽管“真凶”后来现身，
并承认自己犯案，按理是容易纠错的。然而，虽有
舆论关注，律师介入，长时间来依旧翻不了案，甚
至连律师查阅审判记录的法定权利都被法院以各
种理由拒绝。若不是在依法治国以及有领导人誓
言杜绝司法腐败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审或许还要
拖上一段时间。

两起案件的再审只是开了个头，我希望2015

年，这一势头继续下去，形成一股对冤假错案的平
反潮，而不能止步不前。历史是通过一件一件具体
案例的公正审判而改观的。众所周知，对“文革”的
否定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当时第三次出来工
作不久的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顶着巨大压力，将

“文革”十年及之前十七年积累的大量冤假错案一
件一件甄别落实平反，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对依法
治国也应做如是之想。坦率地说，在过去的二三十
年里，由于法治松弛权力腐败，不少案件备受争
议，甚至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推进。

对这样一批案件，必须尽快重启再审和追责
程序。这一是为了还冤者一个公道，二是为了还社
会一个真相，三是为了不让司法机构再制造新的
冤错案。没有这样一个纠错、平反及追责过程，再
严厉的制度，都让人难以信任，包括司法系统人
员，也会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即使制造冤案和错
案，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权力和关系，上级也不会把
自己怎么样，从而，会纵容他们继续作恶。

冤错案的重审和追责，可以先从那些社会反
响大，争议性强，本人或家属一直在为再审而奔走
呼号的案件入手，特别是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刑
事、民事和经济案件来再审。例如，多年前的顾雏
军案，就是一起非常值得再审的案件。从该案的社
会影响力而言，它影响了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特别是国
企改革之所以推进不力，与此案件有非常大的关
系。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历史的话，2004年，经济界
发生过一场有关国资流失的郎（咸平）顾（雏军）之
争，这场争论随后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有产

冤案重审
再迈一步
邓聿文 特约撰稿

邓聿文 知名时评人

【辨黑白】

2014年12月22日，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及其律师来到山东省高院，对卷宗进行阅
览。聂案目前由山东省高院进行复查。

权改革大讨论，虽然大讨论不了了
之，但它带来的后果很坏。争论的主
角之一，顾雏军锒铛入狱，其企业和
财产被没收。在全民所谓声讨国资
流失的压力下，主管部门不得不停
止进行多时的国企产权改革，进而
连改革本身，也受到公众强烈质疑
乃至被污名化。

这种舆论氛围下，许多有意义
的改革不得不停下来。然而，今天看
来，郎顾之争挑起的时机很让人怀
疑。对这样一起关系到企业家财产
安全，牵涉改革开放，引起巨大轰动
的案件，再审能还顾雏军本人和广
东地方当局的清白，因为顾到底是
不是借MBO鲸吞国资，再审能够清
清楚楚。

因此，司法当局在2015年需要制
定一个时间表，推进对冤案的再审工
程。这是关乎执政党规划的依法治国
能否深入下去，落地生根的问题。当
然，对冤假错案的再审及其追责，必
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能走过
头，尤其不能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司法
审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建立
起对中国司法进而依法治国的信心。
此乃我对2015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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