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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良

  法学与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热

衷于法学与文学研究的一般并不是文学家而

是法学家。因此，法学与文学是法学的一个十

分独特的分支。法学与文学的运动起源于美

国，据苏力教授介绍，美国的法学与文学运动，

可以分为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即

将法律文本或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

二是文学中的法律，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

的法律；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研究各种规制

文学艺术产品的法律；四是通过文学的法律，

以文学的手法讲述、讨论和表达法律问题。应

该说，在以上四种法学与文学研究的进路中，

最为常见也最能代表法学与文学运动特色的

是第二种进路，即研究文学中的法律。因为法

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社会

生活的镜像，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可以窥探法

律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以此作为

对法律史文本研究的一种必要补充。

  我国虽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法学与文学

运动，然而对文学中的法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

在我国亦具有一定的影响。换言之，我国学者

采用从文学作品中研究古代法律的进路，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我国学者徐忠明教授

的《法学与文学之间》一书，取名为《法学与文

学之间》，其用意在于里面收录的内容分为两

个部分：一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法律

问题，这是命名的基本理由；二是检讨中国古

今法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归入法学这个名

目。由此可见，该书的第一部分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法学与文学的研究，其编名为“古典文学

与法律文学”。其中的古典文学主要是中国古

典文学，例如，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本中的中

国古代法律文化，个别篇章也论及西方古典文

学。这些研究虽然并不系统，而是以论文的形

式呈现出来，但其在我国法学与文学研究中具

有开拓性。

  较为系统地进行法学与文学研究的是苏

力教授，其《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

料》一书是我国法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鼎力之

作。该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戏剧文

本的分析，揭示其所反映的法学主题，例如，复

仇、冤案、清官、严格责任、正义等。不仅如此，

书中苏力教授还对法学与文学的一般理论进

行了论述，包括历史、方法与进路等。正如苏力

教授所言：“本书的基本追求不是运用具有历

史意味的文学材料来印证法律的历史，甚至也

不是运用文学材料来注释甚或宣传某些当代

的法律理念；而是力求在由文学文本构建的具

体语境中以及构建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冷

静地考察法律的、特别是中国法律的一些可能

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希冀对一般的法律

理论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有所贡献。”由此可见

苏力教授的双重追求：不仅通过戏剧文本了解

中国古代法律，而且通过戏剧文本理解法律一

般理论。

  如果说，徐忠明和苏力两位教授的研究主

要是以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戏剧为素材，开

启了我国法学与文学的研究之路；那么，刘春

园就是以西方文学为素材，探讨西方刑法思想

的起源与进化。因此，刘春园的研究具有两个

特点：一是西方法学与文学的研究对于一位中

国学者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它要求

研究者不仅对西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

具备扎实的西方文学知识；二是这是一种体系

性的研究，描述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演变，

具有历史的视野。《法学与文学公开课》系列书

籍以公开课的方式，展示了作者在法学与文学

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是具有创意的一种文本

形式。本系列共分为三辑：第一辑“来自原欲的

呼唤”，介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分支下的文

学作品与罪刑思想；第二辑“来自原罪的规训”，

介绍“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分支下的文学作品

与罪刑思想；第三辑“岁月中定格的救赎影

像”，希冀从影视作品之角度对西方刑事司法

效果进行镜像化呈现。这些结合文学或者影视

作品，对西方刑法思想的叙述，通过透视文学

或者影视作品，而使西方刑法思想得以生动呈

现，将鲜活的文学形象与冰冷的法律理念嫁接

起来，如同冰与火的共存，使读者产生意想不

到的震撼力与穿透力。这些阅读快感是单纯阅

读法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所无法具有的，因而

也是令人难忘的。

  应该说，西方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大量以

法律或者司法为主题的经典之作，因为这些作

者本身就有在法学院学习的经历。例如，美国学

者博西格诺等著的Before the Law：An Intro-

duction to the Legal Process一书，书名中的

“Before the Law”，直译就是“法的门前”，亦可

译为“法律之门”。这里的“法的门前”是卡夫卡

的小说《审判》中的一则寓言。寓言的内容是讲

一个人站在法的门前，带着对法的厚望而来，他

本以为法应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近

的。然而，守门人挡在了入口，阻碍了他实现求

见法的愿望。通过卡夫卡小说中的这则寓言，可

以了解到在卡夫卡那个时代，法律并不是广为

人知的，而是被贵族小集团隐藏和把持。他们要

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一丝不苟地实

施着。因此，法学与文学的结缘，对于法科学生

是一种幸运。从本书中，我们既可以读到文学作

品，又可以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了解法律知识。这

正是法学与文学的魅力之所在，同时也是本书

的价值之所在。

□ 何勤华

  华政松江新校区：当

年建设、当年招生（中）

  2000年第一批入驻松江大学城

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

贸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

海立信会计学院（现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和上海（复旦）视觉艺术

学院4所学校。华政在2003年入驻时

属于第二批入驻松江大学城的

学校。

  此时，上海的各所大学（除了

上海财经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外，

其他如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

华东理工、上外、上师大等）都在郊

区建起了新校区，华政如果不抓住

这个机会开辟新校区，只守住长宁

校区200多亩地的话，就会被新一

轮教育发展的潮流所淘汰。在此情

况下，华政意识到了学校迫在眉睫

的发展空间之危机，开始积极主动

地响应市里的统一部署，进入市里

规划的松江大学城二期建设之中

（除了华政还有东华大学和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由于华政作出决定

比较晚，所以，建设新校区的土地

是在松江大学城的规划布局中最

为西北的一块，离规划中的地铁9

号线“松江大学城站”最远。在华政

的东面，离地铁站近的学校依次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当时觉得是地缘劣势（离地铁

站最远），现在倒成了华政的地缘优势。因为，华政的

北面（隔一条广富林马路）是上海之根“松江广富林遗

址公园”，再往北是上海佘山国家级旅游生态度假区，

上海仅有的几座不足百米高的小山（包括佘山天文

台、佘山天主教堂等）都在这里。在松江大学城里，华

政校区的环境最好，空气也最为清新。当然，这些都是

后话。所以，我们要感谢上海市领导、感谢松江区政府

和人民。

  华政松江校区规划总平面图右边（东）是龙源路，

华政东大门是龙源路555号。下边（南）图上写着“总平

面图”四个字的一片土地，后来建起了松江大学城学生

宿舍区，东西绵延数公里的宿舍区居住了松江大学城

里近10万名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左边（西）是体育场，也

是学生宿舍区，华政学生公寓第五期、第六期都在这

里。上边（北）是广富林路，教学大楼3个拱门往北出去，

就是华政北大门（广富林路3175号）。当时是方松街道

的几个自然村，现在是广富林遗址公园。遗址公园的正

门正对着华政的北大门，彼此遥相呼应。广富林路一边

是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华政现代化校园，另一边则是

土里土气、旧（古）得掉渣（做得如此古、旧，是设计者故

意而为。华政建设在前，遗址公园在后）、具有多年历史

的广富林遗址公园。如此强烈的反差，设计者试图告诉

人们的或许是古今文明的相互冲撞与相互融合吧！

  在华政北大门正中间，矗立着校友李钰君捐赠

的一块巨石，形状就像一头憨厚

的肥猪，上面刻有华政的校名，

由此可以化解、接纳、融合这厚

重 的 历 史 ，延 续 良 渚 文 化 的

血脉。

  由于华政进入松江大学城

比较晚 ，所以建设任务也是最

重、最急的。上海市有关领导要

求华政“当年建设、当年招生”。

就这样，一场争分夺秒的华政新

校园建设开始了。

  实际上，早在2001年年底完

成的《华东政法学院2002年党政

工作要点》中，华政就将“启动

创建新校区的建设”作为第二

大要点，明确指出：“在上海市

教委的统一规划下 ，着手创建

新校区”“成立专门领导小组 ，

全面负责新校区的选址、规划、

建设等工作”。同时，将这一工

作要点也写入“华东政法学院

2002年党政实事工程”之中。但

是 ，在工作要点和实事工程的

文件中 ，还没有明确松江大学

城的具体参与目标。

  过了一年，在《华东政法学院

2003年党政工作要点》中，华政已

经将“做好新校区建设的各项工

作”落实为松江新校区的各项建

设，并明确指出：第一，要与松江

区政府做好对接工作；第二，落实

教学大楼、食堂和运动场的设计

建设；第三，在2003年8月31日前

完成上述教学大楼、食堂和运

动场的施工，确保新生入

学；第四，落实图书馆

的设计建设、绿化

环境的设计建

设工作；第五，落实新校区新生的

就餐、入住、交通和物业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

  （《华政的故事（八

十二）》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3月

9日9版）

华政的故事（八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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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宣

  《鲜花盛开的山村》是一部由崔俊杰执导，王嘉、马诗红、来喜、

丁勇岱、马书良、苏瑾等主演的乡村题材电视剧。该剧立足于乡村

振兴战略思想，主要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围绕天马山村新旧两届村委会干部在发展经济、乡村建设等一

系列问题上，不同观点、不同做法的相互碰撞与磨合。

  剧情简介：

  该剧讲述了村民李鲜花意外当选天马山村村主任后，通过招商引资，发动群众，克

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天马山村打造成一个绿水青山的乡村旅游圣地。在仙

境般的天马山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养老院，让老人们安度晚年。李鲜花本是一个养花专

业户，在矛盾冲突中，她不仅把自己种植的鲜花栽满天马山的旅游景区，而且也升华了

自己的精神世界。她的本家大伯哥是一个自私的农村基层干部，最后害人害己，走向了

群众的反面。天马山下，鲜花盛开，天马山养老院，老人们的歌声笑声在无边的花海中飘

向了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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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行西

十年飞转，

又到天边县。

助力脱贫攻守战，

坎坎沟沟走遍。

新房建在溪边，

人均收入八千。

更有盘龙古道，

登天不再说难。

  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与巴基

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境

内多雪山冰川，空气稀薄，长期

贫困。2010年，笔者曾到此旅

游。今又重来，督导脱贫，目睹

巨变，感而作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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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通识课》作者王蒙，中国当

代著名作家，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走

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本书是作者关

于文化问题的文章、演讲、对谈的理路编

纂、辑录、校正。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通识课》是“新时代领导干

部通识读物”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本系列丛

书由著名文化学者、人民艺术家王蒙作序

推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领导干部学习中华优秀文化，掌握其中的

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

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

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本书是近40年来作

者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从汉字与中华文

化，中华古代经典，传统文化的危机、转换

与新生，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当

代文化生活、文艺与文学，中国梦·文化梦，

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等方面，系统讲述了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探讨了中华

文化的辉煌、影响、焦虑、危机、重生与自

信。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现

状，这有助于领导干部了解中华文化的发

展变化，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提高自身

的文化修养，提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

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

享受等重要关系。

《中华文化通识课》

  《法学与文学公开课：来自原欲的呼唤》

作者刘春园，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上海

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本书通过106幅图片、35位顶级作家、

52部经典作品，立体呈现了法学与文学的跨

界对话，不仅包含大众耳熟能详的法律元素

丰富的经典文学作品，而且还有新颖的法律

视角解读。

  图为2003年华政松江校区奠基仪式

  图为华政松江校区规划总平面图初稿（后有变化，但大体轮廓已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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