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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能否发挥好职能作用，关系
到社会稳定、发展和和谐建设大局。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
求，建设什么样的监狱，包括硬件上如何规划、设计、建设和配置，软
件上如何武装队伍，怎样管理、教育和引导罪犯等等，才能更好地维
护监狱安全，促进公正执法，提高改造质量，发挥好监狱的职能，是我
们监狱工作者经常面临和思考的问题。解答这一问题，即需要深入
的理论探索，更需要积极的实践尝试。

佛山监狱从监狱文化建设的角度，试图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
对此作出解答。他们开展了以文育警、以文化人等一系列探索性的
活动，在文化素质、文化传承、文化品牌、文化阵地、文化环境、文化研
究和文化创新等方面去下功夫，并将具体的实践上升到一定的理论
层次，拓宽监狱工作的思路，以文化力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创新活力
和凸现文化魅力，进而促进监狱职能作用的发挥。他们把这些活动
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也有了初步效果。如以文育警，他们以提高监狱
人民警察人文素质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将文化建设的触角向
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学习、生活等领域全方位延伸，用文化的力量凝
聚警心，振奋精神、完善形象、建设队伍，使队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
神状态。又如以文化人，他们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名家名篇、
哲理典故开展经典文化教育，以及举办有地方特色的“狮王争霸赛”、
“传统灯饰制作比赛”等文化活动，打造监区文化品牌，弘扬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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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所蕴涵的道德价值、爱国情感和民族智慧，营造健康向上的监狱
文化氛围，着力提高罪犯的人文素养，使罪犯在其中得到熏陶和教化。

佛山监狱的这些探索，我认为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从文化的
角度看，监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不同文化在其中相互摩擦、冲
突、交锋。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可以说是文化意义上的改造，就是
利用人类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去武装和充实罪犯的思想世界，使他们
摒弃各种背离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重新学习并
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观念和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所应具有的各种
素质。从改造的角度看，文化又是很有亲和力、渗透力和持久力的，
可以胜过千万的说教，可以教化于无形，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如
果能把文化这篇大文章做深做活做好，使罪犯能够普遍认同、接受和
遵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
责任和家庭责任，这些原来的破坏者就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这本书是由基层监狱人民警察完成的，是佛山监狱开展文化建
设所形成的一个初步成果。既有对文化建设和监狱发展的关系等问
题的理论思考，也有对新时期监狱文化建设发展战略的勾画，还有自
己开展监狱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
解，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虽然有的提法尚需斟酌，
个别文字表述也欠严谨，但都倾注了作者的大量心血和辛劳，体现了
他们对监狱工作的一种关注、理想和探求。我深为这种探索精神感
到欣慰，也期盼着我们的监狱人民警察对监狱建设的重大问题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给予更多的关注、思考和努力，使我们的监狱工作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值此书付梓出版之际，谨此为序。

中国监狱学会狱政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 东 省 监 狱 管 理 局 党 委 书 记 、局 长

于保忠

200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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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监狱———法治文明的恒久追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监狱工作，20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
监狱创新发展的路，该如何走? 从“三个为了”①到“三个像”②，再到
“三化”③，新中国监狱的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和不断文明、法治化的
过程，特别是面临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大时代，以什么为抓手，靠什
么引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一直是我深深思索的问题，常
常令我夙夜难寝。

自 2005 年末提出并倡导建设文化监狱以来，我们仿佛找到了一
条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的路……

浩浩荡荡的人类历史，泱泱堂堂的华夏文明。我们踏上了探寻
中国监狱法治文明的历史征途。

传说五帝之一的少昊氏有个名叫“女修”的女儿，美若天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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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同志在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增写的一段内容中指出: “为了改造
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
织劳动改造工作。”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
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司法部提出的监狱工作“三化”: 即社会化、法制化、科学化。



来就喜欢花鸟，终日离群独处，与花鸟为伴，长大之后竟然能与花
鸟交流。一天夜晚，吹起了一阵大风，将树梢之上的玄鸟巢吹倾斜
了。第二天清晨，女修看见了，采集野麻编织了一个网兜要将玄鸟
巢固定。没想到，竟然将一颗玄鸟蛋弄掉在地上，鸟蛋散发出阵阵
异香。正在这时玄鸟从天而降，告诉女修吞食鸟蛋，于是女修听命
将鸟蛋吞食入腹。从此十月怀胎，生下了“大业”。玄鸟即凤凰，
大业即凤凰之子，从此大业便成为中国凤文化的传人，而皋陶就是
大业的儿子。

传说终归是传说。据史料记载，皋陶是黄帝之子少昊之后，生于
公元前 21 世纪，是中国司法的鼻祖。掌管舜时代的司法，辅佐夏禹
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以及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
了巨大贡献。皋陶与尧、舜、禹齐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禹根
据皋陶的品德和功劳而举他为继承人，并授政于他。但皋陶未继位
即去世，禹便把英、六( 现在的安徽六安) 一带封给其后裔。在中华
百家姓氏中，皋陶为李氏始祖，唐玄宗以其为荣，公元 743 年( 天宝
二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

据说皋陶活了 100 多岁，是尧舜禹三朝元老。他与舜同为尧
时的官员，他系大理，掌管刑狱 ; 舜系司徒，掌管教育。① 传说，尧
也曾经有意将帝位传于他，最后却传给了舜。当禹决定授政于
他的时候，他却因年事已高，不幸去世了。尽管他两次与帝位失
之交臂，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他成为中国司法始祖: 他的《皋陶
谟》充分展现了他的司法专业才干，他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
建设起了典范作用，他的司法理念至今还给追求法治文明的后
人以思考和启迪。

在远古蛮荒年代里，皋陶第一个给国家“明五刑，弼五教”②，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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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 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导并施行了“五礼、九德、九族”①，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律。
可以说中国法治文明的源头，应该是从他那儿开始的，甚至我们有理
由骄傲地说，世界法治文明的诞生，也有着中国人功不可没的影响。
因为皋陶的“五刑”比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早了整整三、四
百年。

皋陶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
正是蛮荒走向文明的初始时代。那时，华夏大地部落林立，部落之间
信仰、习俗不一。他倡导并施行的“五教”、“五礼”、“五刑”、“九
德”、“九族”，对于加强部落、部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融
合，促进国家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皋陶宽宥有度，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
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但从不伤及无辜; 他执法公正，“决狱明
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普天之下没有酷刑、没有冤假错
案，政通人和、法治清明;他注重教化，“明五刑”，“弼五教”，主张以
“法治”辅“德治”，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他注
重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
官者要具备三德、六德和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
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 他追求建立法律秩序，发明刑具、制定刑
法、审理案件等，几乎都是从他开始的。最后，皋陶以安徽的六安市
作为他追求法治文明的终结。

纵观皋陶在中国法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伟大创举，我们不难理
解，法治对于巩固和保持一个政权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当时
当地，还是今时今日，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利益更是举足轻重，任何一个清明安定的时代都可以说是法治
的时代。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类社会，在中华民族最初的社会形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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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礼即吉、凶、宾、军、嘉; 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
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



就有人懂得了这样的道理，这真是不可多得的大智慧和大勇气。
时序更迭，瞬间已数千年。当我们打算在监狱新建的文化广场

上立一尊皋陶的塑像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即便是我们遍寻所有，也
无法详尽地还原他的颜貌。甚至还诧异于我们一直顶礼膜拜的司法
鼻祖居然相貌甚是怪异。据《荀子·非相》记载，皋陶脸色青中带
绿，好像刚刚削下来的瓜皮; 《淮南子·修务篇》的记载就更加匪夷
所思，说皋陶嘴巴长长地翘起，像是马的嘴巴; 也有人说他长着乌鸦
嘴，甚少说话，声音嘶哑，总之有着一个长嘴巴是必定无疑。但我想
我们已经无须去探寻皋陶是否俊美，是否符合东方文明的审美观。
因为，这对于我们并不重要，真正需要我们敬仰、缅怀、追思的是作为
人类法治文明先驱的皋陶，而非其他。所以，当我们虔诚地在奔流不
息的西江之畔高耸起皋陶的塑像时，在我们看来，眼前的皋陶塑像绝
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物雕像，而是人类追求法治文明的一个永恒记忆。
“皋陶造狱法律存”、“三王始有狱”、“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

土”，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就产生了监狱———法治文明的最后一道屏障。历史没有能承接起皋
陶法治文明的理想，监狱成了专制主义的工具，成了暴君和酷吏滥施
淫威、张扬暴力的载体，成了司法专横、冤魂游荡的人间“地狱”。漫
漫历史长河，只留下专制主义的狂笑和法律的悲鸣。

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跨入新世纪，监狱执行刑罚的社会
化、人道化和文明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监狱改革的一种潮流。法治、
人道和文明的中国监狱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真正实现高度文明特殊
而重要的标志。中国监狱也已经成为一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究其原由，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文化，是监狱法治、文明和
进步的动力;文化，是监狱建设、发展和创新的力量源泉。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创造力和凝聚力; 同样，一座监狱，如果
没有文化的支撑就会失去和谐发展的原动力。文化，为监狱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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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为监狱各项工作利顺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和精神支撑。关注文化与监狱关系的研究，并非是我们首倡。文化
与监狱的关系具有根本性，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形成了许多著名的论断，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是，文化是包罗万
象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着不同文化，文化
与监狱关系是一个永远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将文化和监
狱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文化监狱的基本理论研
究，再到文化监狱构建实践研究，还对文化监狱的发展进行了战略性
的探讨。既深入探讨了文化与监狱建设的基础理论，又深刻揭示了
文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监狱建设的巨大作用，具有一
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也较完整的构建了本书的理论体系。

文化监狱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的一个全新的
理念;是一个有深度、极富内涵的命题; 是一个值得所有监狱工作者
深入思考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在西江之畔的皋陶塑像前走过时，对面的高速公路
桥宛若长虹卧波，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这一刻在旖旎的江水辉映下
交汇融合，不由地引起了我对历史、对国家、对哲学、对人生的无限遐
想:桥下碧波荡漾、江上轮船飞驶，一阵阵充满生命气息的江风扑鼻
而来，我想，我们任何一个来此的人，都应当恭恭敬敬到塑像前给这
位远去的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是的，我深深地鞠躬，为这法治文明
先驱的永恒纪念。

大江东去，淘尽的只是历史的沉渣，佛监人追踪法治文明的足迹
也将成为贯穿文化监狱发展始终的永恒。也许，当我们秉承着先人
的遗训泼墨挥毫书写文化监狱的法治文明时，历史已等待得太久，但
毕竟我们提笔了，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文化作为人类一切生活方式
的总和，是植入人心的根本力量，最终指向的是社会和谐和人的幸
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监狱建设不会有终点，我们的追求也不会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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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监狱，人类法治文明的恒久追求!
最后，衷心希望这本书能顺利实现一开始我们就对它所寄予的

美好愿望，正如我们曾经对人类法治文明抱着美好愿望、现在仍然对
文化监狱寄予美好愿望一样。

广东省佛山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黎赵雄
2007 年 8 月于广东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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