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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让法律走向公民生活

当今中国，不仅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而且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然而毋庸讳言，在大多数普

通公民的心目中，高高在上的法律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

环，并因而总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正因如此———所以，当

人们因为一些日常小事，诸如买到劣质商品、被拖欠工资奖

金、邻居的音响吵得心神不宁等，因而深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的时候，虽然会郁闷、会愤怒，甚至会呐喊，但却不一定知道

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

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当人们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法律的时候，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将粉刷在村委会墙上的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之

类触目惊心的标语，以及县政府的红头文件视为法律。

所以，尽管人们懂得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的道理，却往往不能准确把握划分法律与道德的

那条红线，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

那么，法律究竟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

在许多普通中国公民看来，法律是公家的事，是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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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并非他们自己能够关心的。于是，在他们眼中， “忍耐”

与“私了”往往是解决纷争的首选之路。然而，法律的功能

不仅仅在于调处纷争，其更大的作用恰恰在于防止纠纷的产

生。对法律的关注就好比一名同时拿着长矛与盾牌的武士，在

忍无可忍、必须出击之前，至少可以让自己不要受到太多伤

害。至于说“忍耐”，与其说是一种风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逃

避。虽然你可以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但对方却未必感

激。又至于说“私了”，也必须以理服人，而与道义上的谴责

与说教相比，还有什么比理性的法律更有说服力呢?

其实，法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相反，法律源于公民

生活的内在需要，是公民生活的基本范式，与每位公民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应将法律高高挂在空中，而理应

将其作为我们手中的 “矛”与 “盾”，当做我们生活中的
“情”与“理”。也就是说，我们每位公民，都可以成为法律

的“代言人”!

而且，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尊重法律、信赖法律，这是我

们在生活中正确对待法律的应有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视

法律的权威性，确保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要

因为突破法律的红线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要相

信法律的公正性，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对自己

权利的保护与救济。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

的各种问题。这并不是要我们埋头于艰深的法理象牙塔，系统

地掌握所有法学理论知识，其核心环节在于懂得去借鉴和参

与。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电视、网络、报刊与图书了解已经

发生的各种真实案例，获取基本法律常识; 另一方面通过亲身

经历，充实自己的法律阅历，从而真正体会到运用法律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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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句“我要告你”那么轻松。

如此说来，法律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理应成

为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因此，在麻烦找来之前，我们最好先去

结识这位朋友，多听听这位朋友的建议。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
《法律与现代生活丛书》的初衷。

这是一套面向普通公民的通俗法学读物。它融知识性、趣

味性和简明性于一体，用公民平常的话语，谈公民关注的问

题，讲公民生活中的法律。

在这套丛书中，您看到的案例或者事例，都源于普通公民

的日常生活，都足以使您感同身受，并引起共鸣。通过对这些

案例或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我们力求让读者了解隐藏在这些

问题背后的法律知识，进而总结出我们生活中的法理。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就是让写在纸上的法律真正融

入我们的生活，让每位公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和功能，

切实体会法律给予我们公民的关怀与保护，使法治真正成为公

民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切实指导我们的生活方

式，优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并最终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使我

们的社会与生活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周叶中

200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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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和 “衣着”是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服装行业的

蓬勃发展，人们的衣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与活跃性。“穿

新衣，戴新帽”已不是人们在过年时才能得以实现的愿望，越来

越多的人在追求衣着的流行时尚。服装作为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和

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种商品，厂商对其的制造和出售及消费者

购买行为都应遵循商品交易规则。然而，商家的诚信状况并未与

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呈正比。在现实中，不良商家出售存在质量

缺陷的衣服损害消费者健康、出售假冒服装损害消费者实际利

益、虚假广告诱使消费者上当受骗以及通过其他各种隐性欺诈方

式侵害消费者的案件时有发生。

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通过对一些与 “穿着”、 “服装”有

关的典型案例的分析，告诉广大消费者如何应对商家的各种欺诈

行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櫮櫮櫮櫮櫮

櫮櫮櫮櫮櫮

毮

毮毮

毮

。

要点提示

 经营者有权根据消费者的衣着选择服务对象，其 “衣

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但仅

限于在经营上对顾客的衣着特别依赖的经营者。

 经营者拟定的 “保留最终解释权”的条款损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无效。

 超市存包遭窃的，自动存包并且存包柜没有质量问题，

超市不承担赔偿责任; 自动存包但存包柜存在质量问

题，超市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人工存包的，超市应该

妥善保管，否则超市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商家虚构原价打折促销，不论促销价格是高于或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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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前实际价格，都构成价格欺诈行为。商家应当承

担“退一赔一”的民事责任。

 经营者有正确标识所售服装的原料构成的义务。服装

的非主要成分未标识或者标识不正确的，除了对产品

的质量、价格有较大影响，或对人体、环境有较大损

害的才构成欺诈外，一般属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

为，商家应该承担更换或退货的责任。

 消费者明知特价商品有瑕疵仍然购买，在出现质量问

题时商家有权拒绝退换。特价商品无明显质量缺陷或

者商家未告知质量缺陷的，在出现质量问题时商家应

当予以退换，其所拟定的 “打折商品不退不换”的声

明无效。

 使用名牌提包做广告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且侵犯了提

包生产商的合法权益。但使用名包做广告不一定构成

商标侵权。

 对于胸透要求脱上衣的，就医者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遵

照执行，医院不得强制其脱掉上衣，否则将构成侵犯

隐私权。

 购物券不是商家对消费者的无偿赠与，而是商家的一

种促销手段和价格优惠。购物券面值超过所购商品售

价时，商家应现金找零或采取其他方式弥补差额。

 购买的衣物存在质量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

消费者可以向销售商家或生产厂家请求经济损失和精

神损害赔偿。

 凭样品买卖的出卖人提供的商品即使与样品质量相符，

但未达到同种物的通常标准的，仍需承担瑕疵担保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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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场附赠式有奖销售，消费者与出卖人解除买卖合同

时，也应返还相应的赠品。

 虚假广告的广告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广告经营者和广

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其为虚假广告的，承担连带责任。

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

或服务的，承担连带责任。

 订做衣服的，剩余布料可以要求返还，但边角废料根

据惯例由承揽人处理。

 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

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

由。

 网络购物消费者需要确定出卖人身份，保存相应的消

费证据，与诚实守信的商家交易，才能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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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侵权吗?

衣着整洁既能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能体现对他人的尊

重，从一定角度也能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现在人们对衣着越

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甚至在一些公共场所还有了一些特别

的要求。比如在一些高级宾馆或酒店等场所，我们常常会看到
“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有些政府机关也对前来办

事的群众的着装提出了要求，比如广州市越秀区政府规定，

“不允许穿低胸紧身衣、吊带背心、拖鞋、女式拖鞋款凉鞋者

进入区政府”，这些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一个人

如何着装是个人的自由，他人却要对此指指点点，这让一些人

感到恼火。特别是在一些经营场所，经营者有没有权利将其认

为的“衣冠不整者”拒之门外? 根据衣着对消费者进行区别

对待是否构成侵权?

罗杰斯公司中关村分店是一家西式餐厅，其店门玻璃

上有“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店内有 “为了维

护多数顾客的权益，本餐厅保留选择顾客的权利”的店

堂告示。顾客周某身穿短裤、脚穿塑料拖鞋到该店就餐，

两次被婉拒。周某起诉到法院，要求餐厅向他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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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告示牌，赔偿精神损失费 5000 元。周某认为，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有消费者选择消费的权利，而

没有经营者选择消费者的权利，而且自己的穿着不属衣冠

不整之列，亦未侵犯其他顾客的权益，餐厅拒绝其用餐的

理由不能成立。同时，餐厅的做法伤害了其作为一个中国

人的自尊心，并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被告辩称，为维护

就餐顾客权益，提供文明有序的就餐氛围，其专门设立
“为维护多数顾客的利益，本店保留选择顾客的权利”的

告示牌，对少数衣冠不整、举止粗鲁而明显影响其他顾客

的客人进行劝阻。周某身穿短裤及塑料拖鞋到公共场所就

餐，有影响其他顾客的可能，故礼貌地拒绝其用餐，行为

并无不当，亦未构成对其名誉权的损害，不应对其进行精

神损害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餐厅工作人员根据其经营

习惯和周某衣着情况，指出周某衣着不符合到该店消费的

基本要求，在赠送两张 “买一送一”餐券的同时请其改

时间再来用餐，此做法无论在言语、动作上均不构成对原

告人格的侮辱，被告的行为并没有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

害，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案例来源: 王成《“衣冠不整禁止入内”是否侵权》，载《人民

法院报》2002 年 3 月 8 日 B03 版。)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餐厅能否以 “衣冠不整”拒绝消费

者用餐? 周某的穿着是否属于“衣冠不整”的范畴?

身穿短裤、脚穿拖鞋的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也习

以为常，周某的穿着并没有违反社会公德，处理本案的关键在

于如何平衡周某、餐厅以及其他就餐顾客之间的利益。如果周

某“衣冠不整”，并且可能影响餐厅刻意营造的就餐环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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