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透着仁爱精神的孔子法思想
———从仁、礼、刑的进路来解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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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探讨《论语》中“仁”的涵义出发，高度概括和评价了作为孔子伦理体系核心

思想的仁爱精神。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对“仁礼关系”、“道礼关系”以及“礼”的起源、特征等方面的

分析，从宏观方面对孔子伦理法思想及其实现方式作了阐述，并且以仁学精神为指引，对本书中提

到的有关“刑”、“讼”的章句作了解释和分析，从而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孔子法思想的大观与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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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以及

我国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于是我们放眼全球，以

寻找构筑我们法治大厦的基石和质料。令人欣慰的

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日益被国人广泛接

受，并已逐步渗透到立法、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去；

然而一些土生土长的具有合理内核的法价值却往往

被人们所忽略，比如充满着仁爱精神的孔子法思想。

一、仁爱精神———孔子法思想的本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是《论语·颜渊》中

阐明的“仁”的含义。在《论语》中，直接问仁而孔子释

仁的有好几处，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但是通观

《论语》全篇，只有“爱人”之义最能概括孔子的仁；所

谓“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仅是仁

的某方面的表现，并没有达于仁的本质。全书贯通

“仁者爱人”思想，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本原和逻

辑起点，同时也是整个伦理思想的内在价值。孔子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即认为仁心

是实践仁道的根本，而所谓仁心，其本质在于人对人

的善意和关爱。道是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在与人交往

相处中处理己人关系的态度、方法和途径。只有当人

的仁心这个根本得以确立，人有了爱人之心，有了对

人的关爱和善意，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方式方法才能形

成。孔子非常强调爱人之心的根本性和重要性，认为

人有爱人之心不一定有爱人之道之行，但是人如果没

有爱人之心，就一定不会有爱人之道之行。

在孔子的理论体系里，仁心是一种本原，是隐藏

于人的生命本质的大本大原，是人的善性的发端。而

作为自然的人，他的仁爱之心的首要的根本表现就是

“孝”“弟”，所以孔子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

说。而孔子谈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

而》），这也是仁心的体现。人的死是生命的终结，一

个人逝世意味着他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所有的

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那么，慎重地对待死，对死的

人有不尽的思念，这同样也是一种爱人之心的表现。

孔子认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

仁》），仁者之心是为仁心，以仁爱出发品评人物，则好

的就应该崇尚，不好的就应该排斥；对于其本人则好

的方面要鼓励他坚持，不好的方面要规劝他改正，这

一切无不发于仁心仁德，而没有半点的私心杂念在里

面。只有以仁心作为出发点来与人相处，才能秉承仁

!

!! ［作者简介］ 王志峰（1979—）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张洪峰（1979—）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

生 .

［收稿日期］ 2003 - 02 - 24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年（第 6 卷） 第 1 期 研究生园地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4，vol.6，No.1



爱大道，好某人而不阿谀，恶某人而不私恨；好某人或

是恶某人都可以直接的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利害得

失来歪曲自己的评价，进而扭曲自己的心灵。人处于

社会之中，仅以一己之私的喜怒来好人恶人则失之偏

狭；而自己好之却不能表达，恶之却不敢表露，则失之

虚伪。如果这样，那么社会上仁人不能被大众褒扬，

恶人亦不能被大众贬弃，就变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了。而所谓的仁者就是要以仁爱之心去欣赏人之好，

贬弃人之恶；扶持好人好事，化育恶人恶行。

所以仁者，对于不仁之人，心里所恶之人，也不是

那种决绝的恨与恶，而是首先期望他能改过自新，回

到这个社会的大家庭来。所以恶是不彻底的，唯有爱

是彻底的；恶不是最终的，唯有爱是最终的。即使是

对不仁之人，十恶不赦之人，不得不处以刑罚，也是由

于爱人之广，爱类之深而不得不为之。人之可贵之

处，最根本的就在于相互之间的关爱和善意。而孔子

的仁爱之心发挥到极至，可以到杀生以成仁的境界。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仁道为爱人之道，行于天下则为天

下之大道。志士仁人，只要看到有利于爱人之道的，

则不管千难万险也要去追求；看到不利于仁道的，则

即便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去反对，这无疑是一种为

了仁道最终可以献身的高贵品质。“勇者不必有仁，

而仁者必有勇”，可能时代需要的是人们用仁爱之心

唤起的不断改造，不断进取的伟大勇气。

大多数人认为，孔子的爱是有等差的，我们不妨

对此问题作一讨论。

首先，爱的起点由亲及疏能证明爱的等差吗？有

人指出，孔子主张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所以孔子的

爱是有等差的爱。其实，就像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孝

弟也者，其为之本与”所反映的爱从亲亲开始，是从古

到今人类一切爱的出发点。当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爱则必从爱他的母亲开始。人作为社会的存

在物，其生活的圈子必有亲疏，最近为父母兄弟，次之

为亲戚朋友，再次为邻居街坊熟人，再次为社区社会

以至人类。必须注意的是亲亲是爱人的起点，而起点

只代表一种爱的发生的先后次序，而并不包含任何等

级的内容。因为人与人认识、接触、交往是有先后的，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受到父母的呵护和照顾，所以

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自然就成为了整个爱的起点了。

这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事实，是人类史的必然历程，

也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基石。爱人从亲亲开始并不是

狭隘的只爱自己的亲人，也不是在亲人和其他人的利

益冲突中取向偏私的态度，而仅仅是承认以血缘和遗

传为基础的爱以及人类一切情感发生的起点而已。

其次，礼的等差能证明爱的等差吗？孔子的爱是

源于生命本质的对同类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这种爱是

超越一切地域和时空界限的。但是，爱的本质精神在

具体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则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像水

是无形的，而流入江河湖海会有不同的形状一样。在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奴隶社会的末期，那么孔子的这

种仁爱精神也就不得不注入到整个社会固有的等级

体系之中而塑成了等级的形状；或者说正是因为在这

种仁爱思想产生之时等级体系早已经固有了，所以仁

爱就不得不在“父父、子子”的框架下表现出来。但

是，从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重人

轻畜等我们也发现了蕴藏在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特

征，即爱的原动性。所谓原动性，首先是指仁爱是发

乎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关爱，是人的大本大原，是人

与生俱来的，是人的善性的发端，是为原；其次是指这

种仁爱精神正因为发乎人心，超越时空，则就其本质

和内核而言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冲击力，是为动。仁爱

的本性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要求以心治心，

心心交通。这样，现实世界中的等级秩序就可能成为

一种桎梏、一种局限，那么这种仁爱之精神原质就必

然如水之冲决浩荡，或击破长堤，扬波而去，或年长日

久，逐步塑造新的河湖轮廓。可见，仁爱的本质精神

不但没有等差，而且是消除等差的一种原动力。

再次，什么是爱的等差呢？是爱的多少吗？不

然。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对不同主体施加程度不

同、方式各异的爱。如果以爱的多少来定义爱的等

差，那么人类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无等差的爱。

爱是一种情感，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其程度总是不同

的。我们的生命之中对甲乙丙丁的爱还是恨，喜欢还

是厌恶，欣赏还是批判都是属于人的精神领域的问

题。就像所有的情感一样，爱人，爱多少，爱的方式爱

的程度，在生死关头爱的取舍，爱的地位都是不同的。

比如兄弟姐妹的爱和朋友的爱，和恋人的爱都是不同

的，但是这样的差异性是不能和等差混为一谈的。等

差不但有差别的含义还有等级的含义。差别就是不

同之处，而等级则是指在不同层面上的两种事物的关

系。爱既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感情则必然是一种主

体之间的关系，那么爱的主体和被爱的主体，以及被

爱的主体之间是否平等则应当是爱是否有等差的标

准。当然这里的主体不同于政治、法律、经济关系的

主体，而是一种伦理思想上的主体，即把人当人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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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爱与被爱关系中的主体来看。在爱的人类情感中，

人与人则自始至终都是平等的。

从孔子在马厩失火事件中只问人不问马，以及

《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泛

爱众，而亲仁”等等章句都可以看出，孔子是把人当人

看，把人当作人来关爱。可见，孔子的爱是爱一切人，

爱是没有等差的。另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对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学生一并施教，并不歧视；孔

门弟子中也多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可见孔子的爱人并

非只爱统治者、贵族，而是本质上一视同仁的爱。由

上可见，礼是有等差的，而作为本质精神的仁爱是没

有等差的；作为形式的礼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改

变的，而仁爱的大本大原是永恒的。

二、礼制体系———孔子法思想之大观

从人的仁心出发，内修为德，外修为道；居仁为

德，践仁为道。德含而道隐，德内而道外，而道之行必

须要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孔子仁、德、道、礼的复杂

体系的简略描述。

（一）礼仁关系

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礼的出发点和核

心精神所在。孔子希望实行仁道，从而“天下归仁”，

而礼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礼的根源

在于仁心，心在内，行在外，心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表

现才能发生作用，使心之好恶及于他人及社会。就礼

来说，礼主敬，心有所爱所敬则表现为一定形式的礼。

如在婚礼之中对双方结合的慎重、对对方的尊重、对

双方父母的敬重都要通过一定的礼来表达。礼过于

简单，则不足以表达心之诚敬，就会失于轻薄；礼过于

奢厚，就会流于浮华，反而掩盖了所要表达的真心诚

意而失于矫做。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

·八佾》），可见，如果奢与俭相比较，孔子还是倾向于

俭，因为礼俭虽固陋，形不足以表其质，但至少仁心的

本原还在，而礼过于奢侈了，往往会流失礼的本质精

神。

（二）道礼关系

孝道孝行同时也要合乎礼的要求，忠、恕、信、义、

孝之道，都是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要遵守和发扬的仁

道，这种仁道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受内心仁心和仁德

指导约束的行为规程。而礼相对于道而言是一种外

部规范。从国家之礼而言，礼的规范是上位者颁布或

认可的一系列仪规；就民间之礼而言，则是为民众广

泛接受，长期自发遵行的行为标准；而从思想主导者

的角度来看，则是孔子等思想家、教育家（一定程度上

是社会的思想权威）所提倡、维护的礼治规范。而这

里孔子所论的礼，应当是孔子自认为承袭周礼，以及

用仁的思想损益之后的当世之礼，实际上就是孔子所

提倡的礼治规则。所以个人的为人之道即使发于仁

心，也不能偏执于一端而至其极；物极必反，偏执一端

则反会害仁。如孝道之行同时也要符合礼，要是一味

求孝而不合于礼，因孝而偷而抢而叛国等，就反而有

害于仁道了，即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论语·为

政》）。

（三）孔子的礼

首先，“礼起源于祭祀”［1］，但是孔子所主张的礼

主要是指周礼，因为他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论语·八佾》），所以他从周。孔子认为“殷因于

周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可见周礼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不断损益前世之礼而形成的，而所谓的“周公制

礼乐”只是对继承自前朝，经过社会生活调试而形成

的礼仪习俗进行整理修订和补充而已。而同样可以

知道的是，孔子所提倡的周礼，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周礼了，而是西周旧封鲁国所保存下来的经过春秋社

会生活损益的礼。孔子用仁的思想对这样的礼进行

改造，重在渗透贯穿实践仁爱精神，就形成了以仁为

中心的独特的礼制体系了。

其次，从礼的特征来看，孔子认为“礼乐征罚自天

子出”（《论语·季氏》），可见礼是有权威性的，制礼的

主体应当是代表国家权威的天子，而不是诸侯大夫；

孔子提倡的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体

系，是一个以君为最高点，以孝为出发点，以仁为核心

的等级严密秩序井然的体系。而从“夫礼者，所以定

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

渊》），可以看出礼规定了人应当为、可以为、不得为的

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而“道德仁义，非礼不

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

臣、上下、父母、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

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

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由此可

见周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政治、军事、司法、行

政、道德教化、丧葬嫁娶、宗教祭祀各个方面 ，而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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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到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军事、行政等方面是

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具有现代国家法律的特

征。

再次，从礼的作用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孔子

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论语·学而》）可

见礼的价值标准在于和。和就是和和，指的是人际关

系调和融洽。如果全部的社会生活都按照礼的规范

来运行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减少争端，相处融洽

了。不过这里的和不是一种没有原则的调和，孔子历

来反对好好先生，说乡原是德之贼，更反对那种没有

标准的一味求和息事宁人。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强调

执两用中，指的是不偏执一端，不推物以至其极，而是

凡事从两方面来考虑，衡量审度，取其中道而为之。

这里的中道不仅指居中之道，而且也有合适，无过无

不及，恰如其分的意思。

通过以上对礼的起源、特征、作用、目标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孔子的整个礼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当时

的法，这种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伦理法。在整

个伦理法体系中，仁爱精神是其核心，不管是民俗或

是国礼，无不浸透着孔子仁者爱人的指导思想。这个

伦理法体系是无所不包的，道德、伦理、习惯法、社会

法、国家法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而

这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仁”这个中心，都是为了营造

以仁爱为本的和谐社会。所以，我们考察孔子的伦理

思想、仁礼体系，自然而然也在考察孔子的法律思想；

我们研究孔子的法思想，则必须通观孔子的伦理思

想，以把握其精神实质。所以孔子的仁学体系，特别

是其中的礼治体系，是孔子法思想的大观；而涉及到

刑礼关系的章句则反而是孔子法思想在细微之处的

体现，是其微观。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以仁爱

为本的礼是当时最重要的法，凡事只有礼不能调整不

能解决时，才涉及到刑，从某种程度上说，刑只是对礼

的保障，应当控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适用。

三、刑讼章句———孔子法思想微观

（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有人认为，这句话体现了孔子重礼轻法，主张以

道德教化来取代法。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首

先，刑是不是就是法，反对刑是不是就是反对法？其

次，礼是什么，除了道德之外还表征什么？曾子临终

之前对众弟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论语·泰伯》）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多么严酷，稍有不

慎就会伤残手足，甚至被处以极刑。可见刑仅仅指的

是刑罚，而礼是相对于刑的一种社会规范，是出于仁

心而维护仁德的一种规范。孔子认为人皆有仁爱之

心，有仁爱之心经后天教化修养方能成仁爱之德，方

能行仁爱之道。而从社会层面来讲，为了维护这种仁

爱之道，为了弘扬这种仁爱之德，那么统一地体现着

仁爱精神的社会规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礼要求

人们对父母要孝，对朋友要信，对君主要忠。只要社

会中的人们都遵守礼治规范，那么社会中的仁德就会

得到宣扬，就能达到和和。而刑指刑罚，仅仅是法律

规范的一种，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身体完整的，给

人带来极大痛苦的一种惩罚。在孔子的时代，刑罚远

较现在更为残酷，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现在我们所说

的很多私法领域的冲突也靠刑罚来调整，无怪乎曾子

一代贤人也惧怕刑罚到如履薄冰的程度。那么，相对

于呆板、残酷的刑罚而言，用具有古代天子法、道德

法、社会法多重特征的伦理规范———礼，来调整社会

中绝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是不是更合人性更人道更合

理呢？可见，刑不等于法，反对刑杀是一种仁爱精神

的表现，而并不是反对法。相反礼本身是涉及到社会

方方面面的社会规范，具有法的一般特征。尊重礼实

际上就是尊重规则、尊重法。

从另一方面来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从上

而下的，是统治者命令、领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行使他

们的行为符合自己的标准。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则是用仁德来感化百姓，使百姓知是非，明荣辱。其

实质在于，治理国家不能靠暴力压服，而要通过阐扬

正义、仁道，循循善诱，先正己，后正人，并且将心通

心，以心治心，那么国家社会就会达到和和的大治之

境。当然，当某人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已经不能用

礼来调整时，则出礼入刑而适用刑罚。孔子反对的只

是过分严酷的刑罚，而并不反对刑罚作为最极端的手

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的时代，他是不可能

提出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和权利观念的，而他从人本

身出发，宣扬关心人爱护人，把人能够放在一个基本

的平台上给予尊重和关怀，主张用仁爱来改造礼，用

礼来减少刑罚的适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

颜渊》）

在很早以前的人类社会，诉讼就已经出现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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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社会就会有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解决

方式，而寻求一个公正权威的第三方的裁判是一种比

较可行的方式。那么孔子所表达的“必也使无讼乎”

是不是一种否定法律、法制的思想呢？孔子并不反对

用诉讼来解决问题，他自己就做过鲁国的司寇。但是

诉讼的发生一般来说是人与人激烈冲突的产物，那么

如果这种冲突能够在民间的自我协调中合理地解决，

就没有必要把它们拿到公堂上来裁决了；如果是涉及

社会秩序供给安全的刑事案件，那么如果人们通过加

强礼仪教化可以减少案件的发生率，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即便诉讼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追求无讼也不一

定是反对诉讼这种方式本身的。更何况这里孔子所

说的无讼是一种理想，就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

不需要法律一样，并不能以此认为他在现实中是反对

诉讼的。现实的情况决定了现实中应当做什么，怎么

做，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我们现在所提倡

的公民要知法守法，依照法律办事，其目的之一就是

要尽量减少公民之间的冲突。比如在经济活动中交

易双方签订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合同，那就能避免许多

可能发生的纠纷。这恰恰是崇尚法治的表现，而不能

说因为预防了诉讼而背叛了法治。同样，孔子的无讼

思想并不是贬低诉讼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想通过礼制

使矛盾冲突在诉讼之前解决，从而减少诉讼产生的因

子。

（三）“杀无道，就有道，何如？”“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首先可以看出，孔子是反对刑杀的。刑杀一方面

可能是为了维护社会固有的秩序，比如对抢劫、故意

杀人、投毒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处以刑罚；另一方

面则可能完全为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巩固其统治，

如对叛逆谋逆的镇压。刑杀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其

本质都是暴力对于生命的摧残。而且，既然社会有那

么多该杀之人，则暴露出社会矛盾的激化，靠刑杀是

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统治者实行

仁政，以爱人为念，以心治心，实现礼治下的和和。其

次，孔子一向重视统治者应负的道德义务。世上有如

此多的人达到可杀的界限，那么这样的状况出现归咎

于谁呢？最大的责任在于统治者。“子率以正，孰敢

不正”，统治者只要以身作则，实行仁政，“节用而爱

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那么社会矛盾就会减

少，也就不需要用杀来维护这个秩序了。可见，孔子

这里以德去刑的出发点仍然是爱人之心。孔子认为

君子不能真能恶人，即使是十恶囚犯，孔子也仍然把

他当人来看待，仍然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无论如何，

孔子反对刑杀，劝告统治者善待百姓，是对人的生命

和人格的一种尊重和爱护。

（四）“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

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儿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可见人心爱心是礼乐的根本宗旨，礼

主敬，敬指先有敬人之心，后有敬人之德，再有敬人之

行；乐主和，和是在仁爱礼治之下的和和，其中心都离

不开一个仁字。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整个社会的礼就

是虚礼俗套，整个社会的和也是外和而内不和。礼乐

不兴，那么刑罚就不中肯不适当，那么百姓就会手足

无措了。有礼有乐百姓就有了可以依据的规范，刑罚

就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了。而且，一旦偶尔违反礼

仪，也会有一套礼的规则来解决，只有到十分严重的

犯罪时，才能适用刑罚。可见，只有在礼乐昌明的情

况下，刑罚的适用才可能是适中的。如果刑法滥用，

那么百姓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由此知道孔子的意思在于用礼乐来规范教化百姓，而

把残忍的刑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出发点无疑

还是贯彻始终的仁爱精神。

（五）“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白》）

这里包括了两层意思，首先是重视仁德教化的作

用，其次是到了不可不杀时才能杀。教化是出于仁，

而最后的不得不杀也是出于仁。孔子的思想贯穿一

个仁字，而仁爱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对生命本身

的尊重，因为生命是最为可贵的，失去了就无法挽回。

孔子是极重教化的作用的，认为为学为政其根本方法

都是一样的，就是以心治心。道德教化就是用心去激

发、引导、匡扶他的仁心，用知识去增长他的智慧，用

仁德去增加他的德性。如果能用教化使一个人根本

不会犯罪，或使人犯罪之后可以翻然悔悟，那么刑杀

就不必要了。而如果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教化，或是

可以用教化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却不用教化直接使用

刑杀，那就是草菅人命，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大摧残，是

一种虐。但是如果一个人怙恶不悛，那么为了避免他

对社会其他人的再次伤害，就不得不用刑杀，这是一

种以小的不仁换取大的仁的无奈的权衡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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