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 有 媒 体 报 道 过“ 一 本 普 法
书罢免一村官”的故事，讲的是一
位村民学法用法后立竿见影的效
果。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知道权
利，才能有的放矢地争取权利。

在 法 治 社 会 ，作 为 传 统 的 法
律普及方式之一，书籍身上的担
子自然重了许多。

轻松读法

以漫画书的形式向
社会公众普法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

如 今 的 法 律 图 书 出 版 ，可 以
用繁荣这个词来形容。正如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所说，法
律图书出版业的兴旺景象与我国
法治建设进程紧密相关。法律图
书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沾了法治
建设发展的光。

“从去年开始，我们普法类图
书的发行数量比平常增加了 10%
至 20%，这 增 幅 中 并 不 包 括 法 律
法规类图书的发行数量。”中国法
律图书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主任
李争春说，普法类图书的购买群
体主要以单位团购、培训机构购
买占大头，个人购买尚属少数。

浏览大型书店的普法读物书
架，《法律常识全知道》《第一本法
律漫画书》《创业者不可不知的法
律 常 识》《一 生 的 法 律 指 南 大 全
集》《让人猛拍大腿的法律常识》
等书名，的确夺人眼球。仅从这
些书名就可以看出，它们确实很

“普及”，更是带着浓浓的“畅销”
味道。

相 对 于 上 述 畅 销 书 而 言 ，会
计达人米宁编绘的《税来税去：看
漫画学税法》，则另有一番轻松、
有趣。该书以漫画形式有针对性
地介绍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等税种，涉及各税种的征税范围、
计税依据、税额的计算。

米宁的创作源自对各种会计
考试的苦恼。厚厚的考试教材不
仅令人头疼，而且催人入睡。突然有一
天，灵光乍现，米宁边看书边用漫画把内
容连接起来，这样既生动，又便于记忆，
最后顺顺利利通过了考试。

看看漫画，就能学到法律知识，以漫
画书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普法已经成为一
种趋势。在 2014 年的最高法院未成年
人公众开放日活动上，一本名叫《法在身
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漫画书很
受现场小朋友们欢迎。这本由最高人民
法院主持编写，团中央、关工委共同推出
的青少年普法漫画图书，用 32 个典型案
例，38 个主要人物全景式、全方位诠释了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

“《法 在 身 边 —— 未 成 年 人 法 律 保
护》普 法 漫 画 书 的 编 辑 出 版 工 作 ，可 以
说 既 是 一 项 面 向 未 成 年 人 法 制 宣 传 的
国家行动，也是一次运用新形式推进未
成 年 人 法 制 教 育 的 有 益 探 索 。”最 高 人
民法院新闻局副巡视员王玲说，在向侵
害未成年人行为提出警戒的同时，这本
漫画书也给那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以
有效指引。

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当天，《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
的意见》又以漫画作品形式对外发布，为
的就是让公众对法院制定出台的举措真

正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最
高 审 判 机 关 身 体 力 行 ，在 普 及 法 律 常
识上也算是用心良苦。

目 前 ，普 法 类 图 书 必 须 通 过 市 场
化 的 选 题 策 划 与 运 作 获 取 赢 利 ，这 已
成为业内的共识。

阅读尴尬

法律普及类图书的“曲高
和寡”，归根结底还是不能满足
读者的阅读需要

在北京图书大厦一楼，法律类图书
被安排在最里面。这里的法律类书籍较
全面，既有法律工具书，比如刑法、民商
法等具体与法律相关的书籍，又有司法
考试辅导书等。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
的法律普及类图书并不多，来买书的大
部分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或研究人员，多
数也是奔着司法考试而来。

想学点法律知识，可是读什么？是
埋头啃下大部头的法律法规全书，还是
信手翻阅案例汇编？前者仅各种法律术
语就让人晕眩，后者尽是各种高端典型
远离生活。这经常让想阅读法律类书籍

的读者敬而远之，最后可能索性放下这
份学法懂法的坚守。

在法律书籍与普通读者之间，难以
逾越的正是这种技术性、专业性的鸿沟。

近年来，征求民意在立法过程中的
分量越来越重。很多地方人大或政府立
法都注重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立法不再
是法律专业人士的专属特权。

从各地举办的立法听证会来看，公
众都热心参与。可是，当要对具体法律
条 文 提 意 见 时 ，泛 泛 而 谈 者 占 大 多 数 。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听证代表对法律
法 规 缺 乏 了 解 ，不 具 备 相 关 的 法 律 知
识。如此情况下，立法听证会多数就成
了走过场。

对于没有法律基础的公众来说，要
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想选择入门的法律
书籍并非易事。“市场上优质的法律普及
类图书太少”，是很多读者的感慨。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渐提高，学
法的需求越来越强，可为什么具有启蒙
意义的优质法律普及类图书反而一本难
求？以各种书展为例，往往是人文类、文
艺类书籍多，而通俗的法律普及类书籍
却很少。

法律普及类图书的“曲高和寡”，归
根结底还是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不少出版社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他们开始放下身段，尝试将法律类
图书从执著于专业性、严肃性慢慢
向兼顾大众口味转变。于是，大量
的漫谈、随笔、访谈、札记、闲话、逸
事等“亲民”法律书开始走进读者的
视野。

“ 现 在 的 法 律 普 及 类 图 书 主 要
集中在具体法律法规相关的书籍，
大众法律读物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
项法律图书出版内容，目的就是拓
展读者群，服务法治建设。”法律出
版社市场主管徐印说，即使没有遇
到纠纷，即使不以法为业，一般的公
民也应懂法，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难在兼顾

优质普法书更需要出
版社、作者、读者之间的互
动沟通方能产生

“闲书”，要出“闲书”！从图书
市 场 上 看 ，只 要 是 认 真 写 作 的“ 闲
书 ”，每 推 出 一 本 都 很 可 能 变 成 畅
销书。

这种繁荣景象令专业法律类图
书写作者困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瑞华举例说，由于最近要出一
本《证据法的理论》著作，其中所有
篇章都已发表，每篇都经过了学术
编辑的检验、审核，具有前沿性。当
把这样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的时
候，出版社编辑却给他留下一段话：
要出这本书可以，你必须搭配一本
演讲录。这个要求可能有助于读者
阅读，却令陈教授尴尬。

做 好 法 律 普 及 类 书 籍 ，最 重 要
的是要兼顾专业性和大众化。游弋
在法律专业与大众文化之间，是对
专业写作者个人水平的一大考验。

出 版 业 界 人 士 表 示 ，通 俗 易 懂
的法律书籍少，主要还是缺乏写“闲
书”的作者。从事法律教学的人多
专注于学术著作，而实务界的律师
更是“飞来飞去”忙于业务，鲜有动
笔成书者。
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寇锋没有

放弃写作。他的《公民必知的法律权利
全集》一书今年 3 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发 行 。 这 本 书 根 据 我 国 现 行 有 效 的 法
律，全面介绍与公民工作、生活联系最密
切、最重要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权、财
产权、知识产权、商事权利、社会权利和
公法权利等。此书与现在流行的大部分
法律普及类图书相似，都是“实际案例+
法律条文”的解析式体例，融法律于具体
案例中，便于读者大众接受，不觉枯燥。

自 从 1979 年 我 国 法 制 恢 复 重 建 以
来，法律 图 书 业 经 历 从 无 到 有 、从 少 到
多、从次到好的发展阶段。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兴良认为，我国的法律图书
正 在 发 生 从 数 量 竞 争 向 质 量 竞 争 的 转
变。选题的多元化、重版率的增加都是
这种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各种类型的
法律图书都面临升级换代，唯有如此,才
能适应法治建设的需要。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背 景 下 ，我 们
究 竟 需 要 怎 样 的 法 律 普 及 类 图 书 ？ 这
还 是 一 个 有 待 市 场 验 证 的 话 题 。 这 其
中 ，优 质 法 律 普 及 类 图 书 更 需 要 出 版
社 、作 者 、读 者 之 间 的 互 动 沟 通 ，才 能
产 生 有 的 选 、有 的 读 ，能 读 懂 、能 释 惑
的畅销书。

（本书单由法律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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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书，你该读
□ 李万祥

遇事须找法，没事多学法。跟着普法书学法、懂法，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读《我是狼大夫，不是熊大

夫》——

医道仁心
□ 乐倚萍

5月中国好书榜榜单

（本书单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提供）

近几年，关于医患关系闹出的社会新闻层

出不穷。病人有病人的焦虑，医生有医生的苦

衷，主要的矛盾还是在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上。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郎景和在《我是狼大

夫，不是熊大夫》中调侃道，深夜外出行医，若

是挂出医生出诊的牌子求方便或许反遭麻

烦。仔细想来，这是多无奈、多辛酸的自嘲。

很多人有过在大医院的就医经历。排长

队挂号、花半天时间候诊、各项检查都要排队

等等，见了医生却三言两语就结束了，也难怪

从来都是病人认得医生，医生不记得病人。所

以医生和病人的沟通是个难题，病人虽交出身

体、吐露隐私，却难以和医生建立起情感，甚或

对这个职业产生偏见。借着作者之笔，我们得

缘窥见医生的想法，能够了解医生的情感和思

虑，也算是某种形式的互通有无吧。

《我是狼大夫，不是熊大夫》讲述了不少

医患的缘分，令人忍俊不禁，又有些感动，时

隔数十年还能记起病人特征的医生应该为数

不多吧。不独是医生这个职业，接触的人多

且杂的职业都未必能把人记得真切，只有极

度认真、投入工作，甚至要倾注感情的人才做

得到。求医或是住院，病人总以为托了关系

好办事，作者见病房中惟有一个老太太没有

关系，生怕她遭到另眼相待，随口把她说成自

己的关系，医者仁心让人动容。

健康大事，病人都是重视的，选择知名大

医院图个安心，自是信赖其医术。然而更多

时候，妙手易寻，仁心难得。医生们工作繁忙

阅人无数，病人眼中的大毛病在他们看来大

都不是疑难。很多医生在意的是把病治好，

得心应手地对症下药就罢了，没有时间安抚

病人，甚至没想过理解病人的心理。和医生

相比，病人的医学知识总是匮乏，有些病人较

真，想要知道每一步的所以然；有些病人胆

小，想要得到些许宽慰；有些病人有顾虑，需

要医生的鼓励；有些病人年幼，需要替未来留

点余地。此类人文关怀又该从何处获取呢？

读着作者笔下一个个温情小故事，让人

找回了这种日渐式微的人文关怀。被作者感

动并不在于他著作本身，不在于他获得过多

少荣誉，也不在于他做过多少手术拯救过多

少病人，而在于他有一颗真挚善良的心，懂得

体恤病人、关爱病人。身居高位而心系病人，

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宽容地面对不友好

的声音，信奉科学而人文的医学，除了作者平

日所受文化熏陶，应该也是老协和医务工作

者一脉相承的传统。

试看作者对好医生提出的要求：与时俱

进地更新医学知识、“ABCD”交流原则、善于

交流、会写会画、人文基础，真可谓是从医学

上升至医道了。尽管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越

来越衰微，病人对人文关怀的需求却有增无

减，这就亟须双方的有效沟通。

理解是相互的，作者感怀于哪个病人宽

容，几次创口不愈却成了朋友；哪个病人体

谅，术前交代亲朋手术有差池也莫怪罪医生；

哪个病人纯朴，送上亲手缝制的鞋垫。发自

肺腑的感情没有虚假，亦折射出作者素日如

何与病人相处，这些都是医术以外的事。

在我和家人的几次住院就医中，也遇到

过不少风格各异的医生。难忘的不是主治医

生，而是不掉书袋、不规避责任、不危言耸听、

耐心解释病情并鼓励病人乐观看待的几位值

班医生。医生的仁心就是病人的定心丸，哪

怕是“安慰剂效应”，也比没有好，何况它常常

能拯救一触即发的医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