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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首期“十四五”规划校长沙龙

法界动态

□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五代时期法制的“滥”与“酷”是联系在一起的，

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

是传统法制“乱世用重典”法律观的具体体现。对

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五代滥刑”一文中，

也表达了这种看法。他举了后汉史弘肇滥刑的两个

例子：

  一个是“史弘肇为将，麾下稍忤意，即挝杀之。故

汉祖（郭威）起义之初，弘肇统兵先行，所过秋毫无

犯，两京帖然，未尝非其严刑之效”。另一个是后汉隐

帝刘承祐时，“李守贞等反，京师多流言，（史）弘肇督

兵巡察，罪无大小皆死。有白昼仰观天者，亦腰斩于

市。凡民抵罪，（史）弘肇但以三指示吏，吏即腰斩。又

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于是无赖之辈望风逃

匿，路有遗物，人不敢取，亦未尝非靖乱之法”。

  在当时情形之下，这种“滥”与“酷”虽然是矫枉

过正，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遏制犯罪行为，的确收

到一定的效果；但同时，正如赵翼在文中所说：“然

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

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

胜数。”无疑对国家的法制是一种破坏。而五代时期

的法制，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与心态中发展，在

“滥”的现实中，寻求“治”的发展之路。

  首先，这种法律适用上的“滥”与“酷”，无疑是

五代法制现实的反映，具体表现在通过制度化的形

式，将这种现实在法律上加以确认，特别是那些与

朝廷利益相关的行为，如涉及朝廷经济利益的盐、

酒等。五代时期，盐、酒等都属于朝廷专卖的商品，

严禁私人生产和销售，违者处以严刑。而这方面最

具时代特点的，就是“犯牛皮”的行为。

  牛皮是制作兵甲的主要材料。五代时期战争频

繁，对牛皮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因此，官府严厉禁止

民间交易和使用牛皮，违者处以极刑。后汉刘知远

在河东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贸易，及民间

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后汉建立后，又

颁布了“牛皮法”，犯牛皮一寸即处死。后周对犯牛

皮的处罚虽有所减轻，但依然要给予惩处：犯一张，

本犯人徒三年，刺配重处色役，本管节级所由杖九

十；两张以上，本人处死，本管节级所由徒二年半，

刺配重处色役。后虽然废除了牛皮法，“所有牛马驴

骡皮筋骨，今后官中更不禁断，并许私家共使买

卖”，但依然规定“不得将出化外敌境。仍仰关津界

首，仔细觉察，捕捉所犯人，必加深罪。”

  法律的规定虽然十分严厉，但在具体适用时，

对司法官吏也有明确的要求，违反法律规定滥刑

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汉乾祐三年（950

年），潞州长子县百姓崔彦、陈宝选等八人将牛皮拿

到后汉高祖庙蒙鼓，节度判官史在德引牛皮法，断

八人死罪。节度使刘重进认为：崔彦等人用牛皮蒙

鼓，事先曾于本镇申明，与故犯不同，因而改处杖

刑。但史在德固争不已，并上言朝廷。大理寺断史在

德失入人罪，而枢密使杨邠则认为大理寺所断不

允，于是命左庶子张仁瑑重审。张仁瑑认为，大理寺

是按律文定罪的，而凡断罪应以最后敕为定，编敕

中有“官典鞫狱枉滥，元推官典并当诛罚”的规定，

因此判史在德故入八人罪，依敕当处极刑。结果，史

在德被处决杖弃市。

  平心而论，史在德被处死刑，的确有些冤；但在

这一案件处理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法

律虽然酷滥，但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

的随意。

  其次，朝廷及一些大臣面对这种现实，在法律

适用方面始终没有放弃依法办事的努力，既考虑法

律适用的合法性，也考虑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在这

方面，围绕“推勘致死”的讨论，不失为一个典型的

事例。

  五代法律在刑讯方面，沿用了唐朝《开成格》的

规定：“应盗贼须得本赃，然后科罪，如有推勘因而

致死者，以故杀论。”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大理寺正

剧可久建议对这一规定加以完善。根据剧可久的建

议，中书门下对“推勘致死”行为的处理作了修改和

完善：凡推勘时滥用刑讯致人死亡的，如果是有“情

故”的，如挟私报复之类，以故杀论；若无情故的，比

照故杀减一等论处。这样，按照主观故意区分情节，

细化了责任。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根据刑部员外

郎李象的建议，对“推勘致死”的责任进一步作了区

分：若违法拷掠，以致其死，虽然没有情故，也要按

故杀论罪；若虽不依法拷掠，即非托故挟情，以致其

死，而无情故者，减故杀一等；若本无情故的，又依

法拷掠，即便导致死亡后果，也属邂逅勿论之义，不

追究其责任。这样，区分“推勘致死”的不同情形，明

确了相应的责任，强调了刑讯过程中的“合法性”问

题，这对刑讯的滥用无疑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此外，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强调对法律的遵守，

即便是君主也不能例外。在《国老谈苑》中，就记载

了这样一个案例：周世宗郭荣（柴荣）在后汉当将军

时，曾专门去拜访京畿的一位县令，但县令当时正

在同朋友一起赌博，兴头上无暇接待郭荣。郭荣对

此耿耿于怀。后来郭荣做了皇帝，而县令则因接受

部下财物数百匹，东窗事发，宰相范质将此案上奏。

郭荣说：“亲民之官，赃状狼籍，法当处死。”但按照

后周《显德刑统》的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

物的，最高刑为流二千里。因此范质对郭荣说：“受

所监临财物，有罪止赃虽多，法不至死。”郭荣听他

这么说，不禁大怒，说：“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

以防奸，朕立法杀赃吏，非酷刑也。”可范质也不示

弱，说：“陛下杀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郭

荣无奈，最终还是听从了范质的建议，依法免去了

县令的死罪。

  （《五代法制的“滥”与“治”（上）》详见《法治日

报》2020年12月2日10版）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 王国升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基础性法律。实施好民法典，意义重大。实施

好民法典，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加强民法典

普法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深刻认识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增

强学习宣传贯彻的责任感使命感。法之盛衰关

乎政之治乱。保证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

谐、人民安居乐业，离不开民事法治建设的与

时俱进。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各类

市场主体对法律平等保护的期盼更加迫切。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

法典摆上重要日程，作出战略部署。在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

过5年多工作，一部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

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中华民族

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

设有益成果，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

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终

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对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都具有重大意义。推动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实

施民法典，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重要内容。要加强引导、凝聚共识，为实施

好民法典，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营造良好氛围。

  坚持问题导向，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

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法与时转则治”，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

活方式不断涌现，也给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课

题。实施好民法典是全社会的事情，只有方方

面面都行动起来，民法典实施才能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

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和水平。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

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及时完善相关民事司

法解释，加强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

指导工作，加强民事检察工作，运用民法典维

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要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为有

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

论支撑。国家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主

体，同时肩负着普法的重要职责，要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提高社会公众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政法媒体要掌握主

流话语权，坚决守好主阵地，精心开展主题策

划，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

和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加强统筹规划，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

工作。欲茂其枝，必深其根。民法典共7编1260

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

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普法工

作任务艰巨繁重。要将民法典普法作为“十四

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加强统筹规划，

整体协同联动，推动民法典宣传教育制度化、

常态化、长效化。要突出重点对象，坚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做

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加强对青少年

民法典教育，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

导青少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要运用各类普法阵地，发挥报刊杂志、网

络媒体等平台优势，组织开展“百名法学家百

场报告会”“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

等活动，多形式、多渠道抓好民法典宣传普及，

推动民法典普法工作向面上拓展、向基层延

伸、向群众贴近，让民法典成为法治建设的时

代强音。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老百姓听得

进、看得懂、记得住的语言特别是数据、典型、

案例说话，宣传解读好民法典，把民法典讲清

楚、讲明白，让群众愿意听、用得上，引导群众

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

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

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

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为民法典实施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要积极做好民法典对外宣传，推

动交流互鉴，讲清楚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

特色、时代特色，向世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成就，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加强民法典普法宣传 推动民法典贯彻实施

从为女儿买“铅笔糖”谈起
学生健康与学校秩序，孰轻孰重

法治咖啡屋┩┩おおざざちち □ 胡建淼

  我52岁才生的小女儿，对她自然疼爱有加。

今年她11岁，读小学五年级。

  最近，她一直嚷嚷着要从网上购买几根“铅

笔糖”。起初我以为她不过是要几支“铅笔”或几

块“糖”而已。在和她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一个

当下中国中小学校园内普遍存在的“禁食”规定，

碰触到了一种落后的教育管理理念。

  通过女儿，我了解到：小学生（中学生可能也

是如此）上学是被禁止携带和食用任何食品的，

包括饼干、水果、饮料，甚至是糖水，都属禁止之

列，只可带白开水。学校要求学生7：50之前必须

到校，她们不得不在6：30之前起床。离学校远的，

可能需要6：00或者更早起床。正长身体而嗜睡的

小孩们一早起来睡意未过，根本吃不下早餐，就

被赶着匆匆赴学校上课。第一节课尚未结束，肚

子就饿了，不得不忍到四节课后的12点才能吃

饭。个别男生饿得眼冒金星……胆大的学生悄悄

带点饼干或糖果等小零食，课间的时候偷偷到厕

所去吃。而胆子小的学生每每在吃食物时，天真

可爱的小脸顿时会变得紧张，带有恐惧的表情，

生怕被老师发现，像是实施一次可怕的“犯罪”。

如果被发现会受到批评并“没收”食物，家长可能

也因此受到“约谈”。

  这种对小学生的“管控”制度，使商家看到了

“商机”，可以吃的“铅笔”（铅笔糖）、“橡皮”（橡皮

糖）便被生产出来，而且比较畅销。据说这种糖做

得太像铅笔和橡皮了，以至于学生在上课时食用

也不会被老师发现。这就是我女儿要购买“铅笔

糖”的缘由。

  了解这种情况后，我陷入沉思。学校对学生

禁食的理由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一是怕弄脏教

室，增加学校保洁成本；二是怕学生分心，不专心

听课，影响上课效果；三是怕影响学校的管理秩

序。最主要是为了学校的“秩序”。学校的管理要

以人为本，最终以学生为本。在学生健康与学校

秩序之间衡量，孰轻孰重？谁不知晓。

  试问：学校对学生禁食，是否对老师也禁食？

我做过小学、中学教师，现在还在做大学教师。老

师们一般会在办公室里存放一点食物，在随身的

包里备一些饼干，饿了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儿，这

不过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允许老师饿的时候吃

点东西，而禁止学生进食，这样公平吗？

  经了解，教育部没有禁食规定，问题出在学

校本身。私立学校并无此规定，国外的学校比较

开放，如德国，在上午10：15至10：20会专门给学生

们发点儿小零食，也可自带……看来，解决这一

问题并非难事。

  其实，只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位，我们完全可

以找到既保证学生健康又不影响学校秩序的方

法。比如：一方面允许学生携带食品并在饥饿时

食用；另一方面，对食品、食用时间和地点作出规

定。允许携带的食品限于小型的干点，禁止携带

流体类容易污染环境的食物；只能在课间时间食

用，上课时间不得食用；只能在指定的地点食用，

学校可以在走廊里划出一角空间。

  解决类似这些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

理理念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们管理层的治校理念，到底应当坚持“以学校

为本位”，还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位”？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到学校的工作上，就要做到

学校管理以教师为本位，而教师又要以学生为本

位。学校的一切，都要以培养学生、爱护学生，以

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前前沿沿热热点点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1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十四

五”规划校长沙龙（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副校长王轶出

席活动，相关学科专家围绕加强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

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活动由王轶主持。

  刘伟表示，今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抓住加快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性机遇，立足人民大学办学实际，做好“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切实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要确保“十四五”规

划有高度、能落地，加强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情况梳理，

大力推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发展，用科学的学科发展规划支撑“十

四五”规划编制；要凝练人大学派和人大风格，发挥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引领作用，回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要把各学院、部处的规划与

学校的规划衔接起来，完善指标体系，加强结构调整，为各项工作总

结和评价提供遵循。

  王轶表示，各位专家立足学校事业整体发展，从学科建设实际

出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要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

契机，凝练学科发展思路，完善学科发展布局，不断推动学校“双一

流”建设。

华东政法大学召开

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2月1日，华东政法大学在长宁校区圆桌

会议室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上海市“两会精神”，讨论

学校“十四五”规划，共谋一流政法大学建设蓝图。华东政法大学领导

和党委常委及“十四五”规划编写组成员现场参会，各学院党委（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书记、院长通过在线分会场参会。华东政法大学党委

书记郭为禄主持会议。

  结合学习情况和学校“十四五”规划实际，郭为禄对编制工作提出

三方面要求：首先要继续学深悟透，要继续扎实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时还要学习上

海市“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把学校“十四五”规划与中

央和上海市的相关精神对标对表，做好顶层设计，着眼新发展格局；其

次要做好贯彻落实，紧密结合各方面工作实际，上下贯通、左右逢源，

运用好系统思维，学院规划要摆在学校规划里、学校规划要摆在法治中

国和上海市规划建设中，紧抓大学的初心使命和根本任务，把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人才培育作为办学第一要事，拿出特色“+法学”，分类

发展、特色发展，培育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最后要切实做细做实，学

校“十四五”规划要前后有衔接，学校定位务必要准确、目标务必要明

确，改革举措有力度，具体措施有操作性，规划清晰直接、引领性明确。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传达上海市“两会精神”，结

合学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实际，重点介绍了上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他强调，要聚焦关注

国家和上海市优化战略布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一江一河

两岸”中的苏州河岸治理与学校息息相关，人才引领和完善人才评价

机制是学校人才兴校的指引。

  现场与会人员围绕学科布局、人才培养、发展瓶颈等方面进行了

热烈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山东政法学院推进

研究生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本报讯 记者姜东良 山东政法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紧密合

作，建立类型多样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计划

落地落实，不断推向深入，积极促进法律实践成果产出和研究生培养

质量提升，目前已经建立8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涵盖法院、检察

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关。

  1月21日，山东政法学院与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举行共

建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仪式，双方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信息技术支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实现理论与实践优势互补，

进一步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1月28日，山东政法学院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共建法律

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仪式，双方将通过研究生联合培养及产学

研合作，推动新形势下反垄断执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理论与实

务的深度融合，执法机关以执法实践促进理论研究，学校以理论研究

成果推进执法实践，共同培养优秀法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