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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八十）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何勤华

华政的朋友遍天下（中）

  首先，华政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合作交

流关系十分密切。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

后，由于徐盼秋院长的坚持，东吴大学法学

院原院长、教务长盛振为教授回到华政担任

顾问。而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就是

盛教授的学生，由于这层关系，加上华政在

全国法学教育界的声望和地位，华政与联合

国国际法院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倪征燠

大法官每次来上海，必定到华政看望盛振为

教授。1986年9月3日，倪征燠大法官还陪同

国际法院院长纳钱德拉·辛格博士夫妇一起

访问华政，并与200余位师生见面，作了热情

洋溢的讲演。1990年4月16日，又陪同

新任国际法院院长、阿根

廷前外长何塞·

马力亚·鲁达先生前来华政访问。院长史焕

章，副院长张国全会见了鲁达先生一行。

  其次，华政派教师到外国政府或国际组

织或中国驻外机构任职。1985年1月6日，施

觉怀教授接受外交部的聘请，跟随国际法专

家倪征燠前往海牙，赴联合国国际法院工

作，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燠的助理。

1986年10月，国际法系主任胡文治副教授赴

印度出任亚非法律工作者协商副秘书长，任

期两年。随后，又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教

育参赞。80年代末，犯罪学系主任武汉教授，

被中国政府推荐担任了联合国预防和控制

犯罪委员会的中国委员。

  再次，华政的教师不断受到

国外大学和机构的邀

请，前去参加

各种国际学术会议。1988年2月8日，武汉教

授应邀参加由联合国亚洲及远东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78

届国际专家研讨会。在会上，武汉教授作了

“罪犯改造的经验及当前工作和今后展望”

的主题发言。同年6月4日，郑兆璜教授赴联

邦德国波恩参加“联邦德国——— 中国经济

法研讨会”，就“中国沿海地区经济法律问

题”的主题与德国专家进行了讨论。1993年

9月13日，张国全、苏惠渔两位教授接受日

本早稻田大学校长西原春夫的邀请，赴日

本参加日、德、中三国合作召开的“正当化

与免责——— 德国与东亚刑法的比较研究讨

论会”。

  此外，华政与国外各个大学的联系与合

作也在逐步展开。1986年7月14日，司法部同

意华政与比利时根特大学、联邦德国帕桑大

学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系，华政分别派出

曹建明、郑伟等老师前去从事学术交流。

1987年2月27日，华政副校长陈鹏生教授和

刑法学科朱华荣教授，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

副校长、刑事司法学院院长理查德·沃德之

邀请，前往美国讲学。1987年9月27日，华政

和联邦德国帕桑大学举行校际交流协议签

字仪式。协议内容除有双方交流学术专著、

杂志和有关资料外，还有互相派遣讲学教授

等。同年10月，华政与比利时根特大学签署

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系的协议。1988年7月

16日，陈忠诚教授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邀

请，前去该校讲学一个月。1990年6月7日，华

政与美国旧金山大学法学院签署校际交流

协议，决定两校互派教师讲学。之后，曹建

明、陈治东、朱榄叶、徐冬根等先后赴旧金山

大学法学院讲学。

  最后，国外和境外的大学以及组织和机

构，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也先后来到华政访

学、考察和交流。1991年3月26日，美国律师

协会（ABA）主席柯廷率领该协会代表团一

行5人对华政进行了友好访问。就华政的教

学、科研与美国律师界、法学院的有关情况

和合作项目进行了座谈交流。1992年1月16

日，由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和联合国亚洲及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

研究所组织并邀请的亚太地区14个国家和

地区的18名代表来华政访问。史焕章院长向

考察团介绍了华政的概况，青少年犯罪研究

所所长徐建教授谈了青少所的基本情况和

课题研究状况。双方对青少年犯罪、少年司

法制度、青少年罪犯矫治等问题进行了交

流。考察团团长、印度犯罪与矫正管理部负

责人D·R·辛格对本次交流活动表示相当满

意，希望今后加强联系与合作。

  1993年8月30日，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

慈率领师生代表团一行50人来华政访问、参

观、座谈，气氛热烈、友好，双方共同表达了

加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的意愿。1995年10月

16日，澳门大学法学院教育委员会主席、葡萄

牙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院长卡瓦略教授带

队的法学教授代表团访问华政，开展了华政

与澳门大学法学院的合作进程。1998年11月

16日，司法部（司发函[1998]402号）批准华政

与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法学院建立合作交流

关系；1998年12月8日，司法部（司发函[1998]

457号）批准华政与荷兰鹿特丹艾柔默斯大

学法学院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华政的故事（七十九）》详见《法治日

报》2021年2月9日9版）

  ▲ 图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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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中华法系论辑（1980～2016）》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

□ 张京凯

  中国传统法律博大精深、独树一帜，自

成法系。近百年来，对中华法系的研究一直

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要领域。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所著《中华法系论辑

（1980～201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版）汇集了其有关中华法系研究的主要论

作，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展示了中国传统法

制的面貌，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本土化研

究，展示了法制史学的镜鉴价值，是当代研

究中华法系的扛鼎之作。

  该书于海内外颇具影响和盛誉。2020年

9月，被列入“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推荐选题目录”；2021年1月，该

书获外译项目立项。待全书英译和审校完成

后，将由德国Springer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外

译出版，将为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

的精髓打开一扇窗，为中国法律文化发展史

的研究者提供一道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餐，进

而增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扩大中国学术

的国际影响力。

□ 法宣

  电影《你好，李焕英》改编自2016年出品的同名

小品，由贾玲担任编剧，贾玲、沈腾、陈赫、张小斐等

主演。

  影片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改编，片名

中的李焕英是贾玲已故的母亲。该片讲述的是女演员贾晓玲在经历“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悲痛后，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触摸年轻时的父母和他们梦想的

故事。

  剧情简介：

  2001年的某一天，刚刚考上大学的贾晓玲（贾玲饰）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

大起大落。一心想要成为母亲骄傲的她却因母亲突遭意外，而悲痛万分。在贾

晓玲情绪崩溃的状态下，竟意外地回到了1981年，并与年轻时的母亲李焕英

（张小斐饰）相遇，二人形影不离，宛如闺蜜。与此同时，也结识了一群天真善良

的好朋友。贾晓玲以为来到了这片“广阔天地”，可以凭借自己超前的思维，让

母亲“大有作为”，但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

《你好，李焕英》
浪淘沙·致敬张仲瀚将军

□ 马行西

  抗疫走兵团，

  半月十天，

  查完师部又查连。

  老少常说张仲瀚，

  尊若先贤。

  燕赵好儿男，

  壮岁出关，

  督师屯垦戍国边。

  来去只身无挂碍，

  魂系天山。

  注：张仲瀚（1915年—1980年），河北沧州人，出身士绅家庭，早岁负笈京城。华北沦陷

后，组织民军抗日，后率部加入八路军。1949年随王震解放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任副政委近20年，定点位、建师团、作规划、带队伍，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享有极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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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鸿飞 蔡睿

  20 2 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其在我国立法史上

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由于民法典关乎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提供从生

到死的保障，因此其被誉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同时，民法之所以成“典”，还

在于其高度的体系化与科学性，但由此

也使其规范不乏抽象和晦涩之处。民法

典生效后，让这部包含1260个条文的“社

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及时被老百姓认识

和了解，的确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央视综

合频道《今日说法》栏目别出心裁地推出

《民之法典》纪录片，首次通过影像的形

式宣传介绍一部法律，将民法典的精神

内涵和规范要点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称得上是民法典普法宣传的一次重大

创新。

  《民之法典》可谓制作精良，在诸多

细节之处体现出主创团队的匠心。例如，

该片以“民之法典”命名，既切合纪录片的主题，使人能够一目了然地知晓

该片讲述的对象，同时又点出了民法典的精神内核，反映出这部法典自始

至终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又如，纪录片开头通过45秒的动画，以时

间为线索，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的民事立法历程，呈现出民法典深刻的历

史意涵，令人感知到民法典的来之不易。此外，整部纪录片在素材选择、画

面剪辑以及镜头转换等方面都呈现了央视的一流水准。

  在内容上，《民之法典》展现了主创团队的精巧构思，该片共分为5

集，分别以《应时而生》《以民为本》《无信不立》《家顺人和》《生命尊严》为

题，从时代、国家、社会、家庭、个人五个维度，全面阐释了民法典在国家

治理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深远影响，很好地诠释了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的重要意义。应该说，这部纪录片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大，每

一集都通过四五个小案例来讲述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以第三集《无信

不立》为例，其中谈到的制售假冒伪劣调味品、小区物业服务纠纷、高铁

霸座、爱奇艺付费超前点播案、北京朝阳医院伤医案，从吃饭、住房、出

行、娱乐、医疗五个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着手，所选案例无不是当

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该片通过讲述相关案例以及民法典对

这些问题的回应 ，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休戚

相关。

  《民之法典》还实现了专业性与通俗性的高度融合。一方面，这部纪录

片没有空洞的言辞和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为人们讲

述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间使人们领悟到民法典规范的真谛。例如，

在第一集《应时而生》中，通过种粮大户周地帅的故事，告诉了人们实行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原因及其现

实意义。又如在第二集《以民为本》中，通过“瞭望者号”的测试过程，生动

展现了民法典对高空抛物问题的关切及其为此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在

顾及到大众传播的基础上，该片还保持了极强的专业性，片中邀请了多位

处于立法和司法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以及国内知名的法学专家现身说

法，在每一个案例中，穿插对他们的采访，通过他们对案例背后法理的深

入剖析，使人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法治思想

的作用。

  《民之法典》受众广泛，可以说，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乃至不同年龄阶

段的人都可以从这部纪录片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作为一名民法研究

者，观看此片也使我获得许多启发。例如，第四集《家顺人和》中讲述了一

起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慈城镇山东村的遗产继承案件，经过村委会与办

案法官的共同努力，去世老人的遗产得到了合理分配，实现了法理、事理

与人情的有机统一。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决不仅仅是由形式逻辑和冷峻文字组成的抽象教条，民法规范必须与国

民情感、社会习惯以及风俗相调适，方能使纸面上的法律规范上升为人们

心中的“道德律令”。

  过去，由于法律术语的专业性以及法律规范的抽象性，老百姓面对法

律总感觉有所隔阂，同时又由于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老百姓对法律还存

在一定的疏离感。应该说，《民之法典》纪录片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通过讲

述贴近人们生活的事例，并经过大众化的现代传媒途径，使人们在光影变

幻之中体认到民法典原来并非是一位高冷的“女神”，而是如慈母般温暖贴

心地保护着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从效果来看，《民之法典》无疑是成功

的，因为它架起了一座法典通往民众的桥梁。相信以此片为契机，法律与传

媒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频繁，同时也期待今后诞生出更多优秀的法律专题纪

录片，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法典编纂项目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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