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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毅

“薄庭审”网络神评
1. 王立军这一生是完整的。他完成了大多

数人都希望完成的两件事情：一场奋不顾身的
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2.最开始以为是反腐廉政剧，看着看着变
成悬疑剧，峰回路转原来是暴力动作剧；今天
一看，原来是情感伦理剧……

3.【因为爱情】现在看来，整个故事的脉
络已经非常清晰了。所有的男主角都为谷开来
倾倒：徐明是心甘情愿不求回报的买单王；立
军求爱不成由爱生恨投奔敌国鱼死网破；尼尔
追求过于热情奔放，被立军和开来联手湮灭；
唯一无辜的原配男主角，在法庭抗辩的最后阶
段，才讲出这个凄绝的爱情故事，令众法官不
禁唏嘘悲伤……

4.【枉凝眉】一个是将门名花，一个是打
黑奇侠。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
有奇缘，为何却把他人嫁。一个言听计从，一
个不能自拔。一个做红杏梦，一个把嫂子抓。
想世间能有多少绿帽儿，究竟是谁打的巴掌，
谁生的瓜瓜？ 

5.一定要认真阅读济南中院举世罕见的庭
审纪录。读一遍，了解时事；读两遍，看高官
八卦；读三遍，了解中国高层政商关系；读四
遍，学习法律与司法；读五遍，了解海外投资
及避税；读六遍，正反学习如何培养国际化下
一代；读七遍，学习如何管理女人；读八遍，
学习如何对待下属。（摘自网络）

左中右对薄熙来审判的不同看法
全球华人瞩目的薄熙来案件庭审结束。

二百多页的庭审记录，几十篇英文报道评
论，几百篇中文报道评论，令人眼花缭乱。
这里从社会学界角度，分析五篇文章，从中
展示左中右对薄熙来审判的不同看法。这
五篇文章分别是：1、《华尔街日报》的报
道，“庭审之后 薄熙来在重庆声望不减”；
2、陈有西，“成功的审判   遗憾的侦查”；
3、贺卫方，“薄案审理点评”；4、张千
帆，“薄熙来的政治遗产”；5、李毅，“有
关重庆模式的三点看法”。

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的
大的阶级：4亿7千万工人阶级，1亿5千万农
民阶级，1亿2千万干部和准干部阶级，几千
万资产阶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
表的调查数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18岁以
上，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
8%。显然，如果调查对象是包括农村居民在
内的全国中国人，右派的比例还会更小，小
于5%，左派的比例还会更大。有关的详细数
据、详细图表、详细分析，请在谷歌google搜
索《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对于庭审薄熙来，工人、农民、小干
部、左派、中派有什么看法？没有调查研
究，没有数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庭
审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声望不减”，可以做
为参考。为什么薄熙来的声望不减？这篇
报道说，因为薄熙来在重庆干了一些好事，
比如，建造公租房，社会政策好，基建设施
好，经济状况好，治安好，绿化好，等等。

陈有西，是现在大陆的一个著名律师。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一个叫李庄的律师，
去重庆给当事人辩护，结果李庄被抓了起
来。陈有西就去重庆给李庄辩护，名声鹊
起。此前此后，陈有西还给一些富人做过辩
护律师。陈有西这篇评价薄熙来庭审的文
章，“成功的审判 遗憾的侦查”，在大陆
很多网站广为流传。陈有西认为，薄熙来庭
审很好的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审判公开，审判公允，被告权利得到充
分保护，庭审驾驭公允，解释法律说理有
据，庭前会议功能正本清源，有很多亮点对
中国的法制建设很有示范意义。陈有西的看
法，或许可以代表中派的看法。

当今中国，右派在城市只有8%，在全国
不到5%，但在思想、舆论、网络、意识形态
的一些领域，右派占压倒优势，呼风唤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贺卫方先生，就是
一个很有号召力的著名的右派领袖。贺卫方
最著名的讲话是他的“西山会议讲话”，直
率要求共产党尽快走国民党蒋经国的道路。
贺卫方的文章“薄案审理点评”，在中国大
陆网站广为流传。这篇文章，和陈有西就事
论事的说法，就很不相同了。贺卫方认为，
薄熙来是重庆冤假错案的总负责人，如果能
够审判薄熙来是怎样搞这些冤假错案的，本
案意义将会更大。这一次审判回避了对重庆
黑打所导致冤狱所应有的审查。贺卫方文章
的最后一句话，很长，不好懂，意思是，看
看重庆的那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得到
反思，能不能得到正本清源（也就是从根子
上挖掉），就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未来法治
的走势，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势。

同样是右派，张千帆的文章，就好看得
多了。张千帆，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

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
宪法学会副会长。他的文章“薄熙来的政治
遗产”，现在大陆许多网站流传。《华尔街
日报》中文版9月2日转发后，更是火爆。这
篇文章文笔很美，原句如下：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
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用一句话概
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
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个他留给中国的政
治遗产，今后几年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扬
光大。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
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薄熙来大受市民欢
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
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
功的。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
。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
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红色法西斯的精髓在
于党国和宣传体制的高度一体化，在于国家
宣扬某种‘真理’并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
同思想和言论的能力。极权主义虽已不合当
代中国时宜，但是极权体制资源却一直保存
完好，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今年五
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
红’，对许志永、郭飞雄等活跃人士的打压
则是对公民运动的违法构陷，而近日对秦火
火、薛蛮子等网络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
或‘黑打’的翻版；此后各地大肆围剿‘网
络谣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
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
拘留一周，可见专政机器对言论的管制已
较‘重庆模式’有过之无不及。只是这几件
事当局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
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
的对立面。陈有西律师说得好，‘重庆模
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
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
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
得有点出格。它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
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
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
向我们展示了红色法西斯中国的真实可能
性。

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

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
吗？为了不让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闹剧重
演，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能做什么？”

张千帆把贺卫方欲言又止的话，全部说
出来了。薄熙来在重庆搞法西斯，受到人民
拥护，说明法西斯在今日中国能够成功。审
判薄熙来，并没有清算重庆模式。现在，中
国一边审判薄熙来，一边大搞法西斯，比薄
熙来搞得还多，比薄熙来搞得还难看。薄熙
来完蛋了，但还会有下一个薄熙来出来接着
搞法西斯。为了阻止下一个薄熙来出来搞法
西斯，张千帆号召理智清醒地中国公民能够
站出来做些事情。

去年三月十五日，因为谷开来杀人，
因为王立军叛逃，薄熙来，作为谷开来的
丈夫，作为王立军的上司，政治生命彻底结
束了。薄熙来罪有应得。但如何看待重庆模
式？三月十六日，李毅写了“有关重庆模
式的三点看法”一文。第一，重庆肯定毛泽
的丰功伟绩，是正确的。第二，文化大革命
教训深刻，文革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但对今
日中国，更加危险的悲剧，是戈尔巴乔夫搞
垮苏联的悲剧，是印度化悲剧，是拉美化陷
阱悲剧。（今天还可以加上一个，埃及化悲
剧。）第三，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迟早要
搞。（更多内容见第2版）。 

可见，当今中国，左中右，对薄熙来庭
审的看法，南辕北辙，完全不同。左中右都
是中国人，如果大家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
重，相忍为国，对国家民族都好。但就怕
有人误判形势，自不量力，寻衅发难。1927
年，右派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发难，
搞四一二，搞七一五，要杀光左派共产党。
毛泽东等人被迫上山，提兵22年，才重新统
一中国，开始建设。目前中国右派在城市只
占8%，在全国不到5%，但在思想舆论网络的
某些领域，右派占有绝对优势。结果，个别
右派朋友，误判形势，还以为右派占到50%到
80%，时常流露发难的想法。右派如果真的
发难，结果会非常难看。相信多数右派朋友
是有理智、有智慧的，不会把8%和5%，误判
为80%和50%。左派当然也有极个别不理智的
人，但左派朋友还没有发难的取向。

有媒体称薄熙来庭审时摘下眼镜，时不时都会一边看着这名旧部下一边反问，而王立军则时常面向法官作供，与薄熙来未有眼神接触。但当晚中共央视则
播出了薄熙来与王立军难得对视的镜头；右图为谷开来提供证言的视频截图。

编者案：被封为“世纪大审判”的薄熙来
案，近来闹得满城风雨。从故事情节来
看，原本的“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指
控，被薄熙来用一场“爱情伦理剧”巧妙
的四两拨千斤；单从“审判”一事来看，
微博“直播”庭审纪录，让乐观的人们看
到了中国法治的希望；而庭审过程中，检
方刻意忽视“1400万英镑中介费”这一重
大线索，让人们不得不叹一声：在中国现
行体制下，无论你有多大能耐，也闹不出
哪般！

社会学家李毅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