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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目女神与独角兽——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彭 丽

    独角兽,又名獬豸,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头上长着一只角,故俗称独角

兽。独角兽的样子类似麒麟,它们同为传说中的神兽,不同之处在于独角兽头部正中长有一角。在我国古代

文献中,对独角兽多有记载。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说文》中,当时“豸”被写作“ ”:“ ,刑也。平之如

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汉代杨孚所著《异物志》写道:“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
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咬不正者。”《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
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王充《论衡·是应第篇》:“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
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虽然古人对于独角兽像羊还是像鹿说法不一,描述

不同,但共同之处是头部正中都有一只角,而且不是一般的兽角,是专门用来触有罪的人的[1] 。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独角兽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传说中它怒目圆睁,能够辨别善恶忠奸,发现奸邪

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去。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
至会将罪该处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的人不寒而栗。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被认为是驱害辟邪的吉祥瑞

物。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独角兽一直是司法严明公正的象征。汉代司法官员头上带的法冠就叫“獬豸

冠”,其得名源于它的造型,并被后世一直沿用。清朝时,监察御使和按察使所穿的补服,前后皆绣有獬豸图

样。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甚至成为司法人员的精神支柱,它代表

着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 

    在西方法院的大门外,常常会看到蒙目女神的雕塑。她神情肃穆,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持着天平,双眼

被布紧紧蒙住。 

    这位女神的造型实际是混合的。在古希腊神话里,主持正义和秩序的女神是忒弥(Themis) ,她的名字的

原意为“大地”,转义为“创造”、“稳定”、“坚定”,从而和法律发生了关系。在古希腊的雕塑中,她的

造型是一位表情严肃的妇女,手持一架天平。忒弥斯和宙斯所生的女儿狄刻(Dice)是主持正义的女神,她掌

管着白昼和黑夜大门的钥匙,监视人间的生活,在灵魂转世时主持正义。她的造型往往是手持宝剑或棍棒、

令人望而生畏的妇女形象。古希腊神话中经常提到的另一位正义女神是阿斯特赖亚(Astraea) ,她在地上主

持正义,她的造型是一位清纯的少女。以后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诸神,并混入了罗马的诸神。在罗马帝国时

代,又将一些概念拟人化, “创造”出不少神灵,其中就有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 ,由法律jus 一词转变

而来) , 公正女神埃奎塔斯(Acqiale) 。这些女神的造型混合了希腊的忒弥斯、狄刻、阿斯特赖亚诸女神的

形象,一般都是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宝剑。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希腊罗马艺术复活的同时,
罗马法也在复兴,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的造像开始出现在各个城市法院的屋檐上,都是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
并被赋予新的解释:天平表示“公平”,宝剑表示“正义”,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

造像的背面往往刻有古罗马的谚语:”为实现正义, 哪怕天崩地裂( Fiat justitia , ruatcaelum) 。”[2] 

    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个蒙目女神的形象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象征。 

    二 

    西方的蒙目女神与中国古代的独角兽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法律文化,是中西法律文化的缩影。当把两者放

到一起进行分析比较时,笔者意外地发现了某些共同的东西。这说明人类各民族的法制文明有非常重要的

深层次的共同价值基础和手段选择上的共性[3] (自序, Ⅱ) 。这种共性看似偶然,实则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

的共性的体现。 



    (一) 体现了神判而非人判的特征 

    无论是西方的蒙目女神,还是中国的独角兽,都体现了神判而非人判的思想。古人认为,冥冥中有主宰一

切的神灵存在,他掌管着自然界的所有变化,控制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的命运。这个无所不在的神灵,
是通过神以及动物来显示的。当发生纠纷时,便要求助于神灵,由它来判决。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性

恶思想,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结合在一起,一直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由于对人性本恶的假设,
明辨是非善恶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神灵的身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推行外儒内法,而法家思想

也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所以,基于对神灵的崇高信念,也把神的审判结果当作是最权威的,最正确

的。无论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是中国先秦的儒家和法家,他们都认识到,人性之中普遍存在着

恶、趋利避害、偏私、精力和能力有限、知识有限、会犯错误等特点,要避免人性的这些弊端,只有寻求能

够超越人性的神判了。 

    (二) 体现了对正义、公平的价值追求 

    蒙目女神与独角兽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的象征,都体现了人们对于正义这一价值的追求。蒙目女神在古希

腊神话里是正义的化身,所以又称为正义女神。无论是忒弥斯、狄刻、阿斯特赖亚、朱斯提提亚、还是埃

奎塔斯,她们的造型都是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天平表示“公平”,宝剑表示“正义”,而且在造像的背面往

往刻有古罗马的谚语:“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法律应当公平正义,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种坚定信

念,也是长久以来矢志不渝的追求。无论是早期的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还是后现代主义

法学,虽然对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肯定正义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古代的正义观虽然与西方在内容上有很大出入,但是对于正义这一价值本身的追求乃是共同的。在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独角兽一向被视为正义的象征,在古代文献中它被描绘成怒目圆睁,能辨善恶忠奸,
刚直严正,明察秋毫。这体现了古人朴素的正义观。 

    此外,公平在两者之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以神来审判,以神兽来审判,这样就可以使接受审判的双方都

不会受到人的偏袒和压制,不论他们的年龄、身份、种族、财产状况如何,在神灵面前都处于绝对平等的地

位,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蒙目女神手持天平是公平的象征,而独角兽的角位于头部正中也是这一含义。 

    (三) 体现了法律的惩罚功能 

    独角兽头部正中的角,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惩罚恶人的。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

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处死的人用角抵死,它体现了法律的惩戒功能,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我国古

代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刑法相对发达,刑法制裁方式是主要的制裁手段。蒙目女神手握着剑,用它护法,见到

违法的人,挥剑便砍。这同样体现了法律的惩罚功能,从而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三 

    在努力寻找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共同基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蒙目女神与独角兽身上折射出了更多的东西

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一) 理性、科学性与自然、艺术性的差异 

    蒙目女神手持天平,天平不仅代表着公正,也体现了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她遮住双眼,这样就可以

靠理性而不是情感和直觉来明辨是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塞罗就提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是从自然

生出来的”[4] (p. 58) ,这也成为西方法学的主流———自然法学的主要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正

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5 ] (p. 169) 西方人强调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理性是法律

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法律应当像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的定律和规律一样客观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法律作为西方社会统治的最高原则,排斥了伦理、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对它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理性化的

道路[6] 。 

    而独角兽所体现的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中国人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应符合具体的人情。

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法是艺术,有时甚至仅仅是把法当成艺术,而忽略其科学性。他们提倡通过灵感、直

觉、顿悟来效法自然之道,是自然的而非理性的[7] 。在他们那里,一切问题都是灵感、顿悟的产物,没有抽

象的理性逻辑论证。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互融合是我国古代法律传统之一。人情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

法外之法,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中,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二) 对于程序正义认识上的差异 



    蒙目女神不同于独角兽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双眼被布蒙住,这体现了西方的程序正义理念。程序正义是按

照类似处理的要求,将法律和制度所确定的规范以同样的方式平等地适用于类似的情况。它注重达到目的

或者产生正当结果的过程、手段和方式。在现代,程序正义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含义,它不仅仅是指程序本

身的完备性,同时还指司法活动与国家其他活动的隔离,以及法官对证据支持的“法律事实”的认可,对“客

观事实”的舍弃等等。程序正义的好处是,把复杂的查明事实的活动变成一个可以预期的既定程序,由法官

和诉讼参与人进入程序,共同查找法律事实,并由法官作出判决。程序正义要求关闭感官,以理性的态度追寻

正义。蒙目女神的形象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女神蒙住了双眼,变成了不受感情支配的理智的正义之神,就
像在复杂的程序迷宫中摸索前进的女孩,她不受感官的影响,看不到亮丽的风景,听不见怨妇的哭声,不知道

当事人的身份,也不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她只是扶着程序之墙不停地前行,直到走出案件的迷宫。 

    程序正义在独角兽身上是找不到影子的。我国古代诸法合体,诉讼法律极不发达,程序正义更是无从谈

起。直到近些年来,程序正义的观念才被引入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在我国司法的演进过程中,过于注重

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作用及其自身价值,重实体,轻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造成了对当事人权

利的侵犯,从而影响了结果实现实质的正义。 

    (三)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 

    西方的蒙目女神是中立的,守株待兔的,后发制人的,只是用天平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

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然后用宝剑加以处罚。她的职责是“裁断”而不是发现,所以眼睛并

不重要,而且眼睛还可能会因为看见诉讼双方的情况而造成主观上的倾向性,也可能因为受到各种干扰而难

以实现正义。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法治优于人治。所以,法官在审判的

过程中应是中立的。 

    独角兽体现的是儒家的人治思想。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

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它强调执法者的人格力量、品质、智慧,这成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素。

独角兽正是这一观念的化身,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倡导独角兽精神,把其作为司法机构和官员的标识,
这是儒家人治观念的体现。 

    (四) 女性在法律中的地位差异 

    西方的蒙目女神以女性作为其化身,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女性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地位。西方法律的演

进过程始终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在法律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独角兽作为一种神兽,虽然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但是其不言而喻地代表了男性。它怒目圆睁,透着刚

直、坚毅和威严,俨然是男性形象性格的化身。这主要是因为,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在以三纲

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影响之下,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和统治地位,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四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东西方法律文化上的差异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由

中西方国家的形成方式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法律

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8] 。在此不一一论述。 

    综上所述,本文以蒙目女神和独角兽作为切入点,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比较。阐述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
分析比较二者的差异,并列举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由于法律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所以对二者的比

较较为浅显,尚未形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反思,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活力的

因素,并加大与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作为借鉴,从而促进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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