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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献礼建党百年

——— 北京大学发布《李大钊年谱》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组

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秘书、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编

著的《李大钊年谱》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献礼，也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提供了重要读本。

  3月31日，《李大钊年谱》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

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云南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杨志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孙庆伟，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党委宣传

部部长任羽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历史学系教授张万仓、

欧阳哲生，以及来自政府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界的领导和专

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主持。

“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

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郑剑锋 3月31日，“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

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陕

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丁德科，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

记孙国华，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杨军胜出席会议，会议由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主持。 

  孙国华指出，成立“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

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的具体行动，是提升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和促进陕西省法治建设的

重要举措。作为国家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近年来积极行

动，致力于陕西省法治建设、普法教育和科普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并

挂靠学校，是学校继续发挥优势服务社会的良好契机。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3月31日，由“1502”新时代青年知行

社发起，中国政法大学校团委牵头，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教师工

作部、学生工作部联合举办的“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系列学习实

践活动正式启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清明节前夕，中国政法

大学举行缅怀革命先烈清明公祭，号召学校青年师生深入学习党史、

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秀云，教师志愿者服务团和“青春讲师团”等单位、团体教师代表，

以及“1502”新时代青年知行社、学生会等校院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的

学生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活动。

党旗辉映百年 致敬革命先烈

——— 中国政法大学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系列学习实践

□ 殷啸虎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

淹、富弼、韩琦等为执政大臣，在宰相杜衍的支持

下，范仲淹提出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

10项主张，实施改革，推行“庆历新政”。由于新政

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因而遭到了章得象、夏

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

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

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最终范

仲淹等被免去执政之职，出任地方官，庆历新政

也宣告失败。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

个书生——— 北宋理学的先驱石介。

  石介年轻时曾在范仲淹执掌的应天府书院

跟随范仲淹学习，也算是范仲淹的学生，因而对

范仲淹极为尊崇。进士及第后，曾担任南京留守

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后又创建了著名的泰山

书院，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石介性格耿直，

“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庆历二年

（1042年）经执政大臣杜衍推荐，石介被任命为国

子监直讲（国立大学教官），“从之者甚众，太学之

盛，自先生始”。他认为“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

主张“息民之困”。因此，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石介

也是大力支持，认为“此盛事也”，并写了《庆历圣

德诗》，在称赞杜衍、范仲淹等的同时，暗指反对

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夏竦自然对他恨之切

齿。对此，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担忧地说：“子祸始

于此矣。”

  夏竦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执政之职，

庆历元年（1041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

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是主持西北防务、抵御

西夏的统帅，韩琦、范仲淹都曾是他的副手，而且

范仲淹还是夏竦举荐的。庆历三年夏竦被任命为

枢密使（此前范仲淹、韩琦已经被任命为枢密副

使），但因范仲淹的政治盟友欧阳修、余靖等台谏

官的坚决反对，宋仁宗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这样

一来，夏竦同新政派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他看

准了石介的书呆子习气，利用他政治上的不成

熟，从他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庆历四年（1044年），石介因韩琦推荐，担任

了主管集贤院的“直集贤院”一职。当时，宋仁宗

对范仲淹的期望很高，范仲淹也“感激眷遇，以天

下为己任”，与富弼等谋划新政。石介也希望他们

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在给富弼的信中，

直言要他“行伊、周之事”。伊是商朝的伊尹，周是

周朝的周公旦，两人是辅佐商、周开国君王的著

名辅臣。石介的意思很明白，要富弼学习伊尹和

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

  然而，这封信却不知怎么落到了夏竦的手

里，他早就想利用石介构陷富弼、范仲淹等人，所

以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现在

如愿以偿拿到了石介的书信，便模仿石介的笔

迹，将其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

事”。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三朝元

老，曾废海昏侯刘贺、拥立汉宣帝。因此，“行伊、

霍之事”就暗示要富弼废立君主。同时，夏竦还伪

造了石介替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并故意造谣，

让宋仁宗知道了此事。宋仁宗虽然并不相信，但

范仲淹和富弼却惶恐不安，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

之地，要求外放驻守西北边关。宋仁宗开始并未

同意，但范仲淹等人一再请求，便任命范仲淹为

陕西、河东宣抚使，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富弼也

以枢密副使身份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但不久，

范仲淹就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陕西

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免去枢密副使，改任

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韩琦被免去枢密副使，

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宰相杜衍也被罢为尚书

左丞，出知兖州。主持庆历新政的执政大臣几乎

被一网打尽。当然，石介也未能幸免，他见势不

妙，主动提出外放，担任濮州（今山东鄄

城县北）通判，未到任所，就于庆历

五年（1045年）在家病逝。

  然而，夏竦等并未罢休，又在

石介是否真的死亡一事上，引发

了一场大案。当时，徐州的举人孔

直温谋反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

与石介之间往来的书信，据说孔直

温还曾拜在石介门下求学。夏竦便抓住这一点，

说石介是诈死，富弼暗中派他北上联络契丹起兵

伐宋，富弼为内应，并请求对石介开棺验尸。执政

大臣见事关重大，向宋仁宗报告。宋仁宗命提点

京东路刑狱司去彻查此事，并将石介的妻子儿女

监押起来。当时驻守郓州的富弼也被罢免了京西

路安抚使之职。为了阻止事态扩大，时任兖州知

州的前宰相杜衍和泰宁军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

具保，证明石介确已亡故。不久，富弼改任青州知

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两年后，夏竦被召还朝，担任了枢密使。他依

然不放过此事，说石介没有说服契丹发兵，又为

富弼往登州、莱州等地，勾结开金矿的数万矿工

企图作乱，并再度坚持要求开棺验尸，一证真伪。

宋仁宗又下诏派使者处理此案。在我国古代，开

棺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御史何郯在奏章

中，直言夏竦此举是公报私仇：“夏竦岂不知石介

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

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

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

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

义之臣。”提点京东路刑狱吕居简也对使者说：

“今破冢发棺，而（石）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

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

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并让

石介亲属、门人及参加葬礼的数百人联名具保，

使者据实回报。宋仁宗其实对此心里也明白，于

是顺水推舟，下令释放了石介的妻子儿女，石介

也终得以免于被开棺，一场大案就此消弭。

  石介“诈死”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范仲淹

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却就此夭折，范仲淹直至去

世，再也未回朝任职。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4月2日，由华东

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法

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复旦大

学 法 律 评 论 》协 办 的“ 来 自 何

处——— 中国法律教育史研讨

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

行。四十余位学者相聚

于圣约翰大学原址，

交流中国法律教

育 史 研 究 的

最 新 动

态，探讨并比较近现代公立、私立法政学堂（学

校）以及法律院系的起源和变迁、经验和教训。

  在主旨演讲中，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

首先作了题为《近代法政教育的历史遗产》的

演讲。他提出，从1841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法

政教育的遗产，应当从“内容”“精神”和“主体”

三个维度进行把握，在内容上，“西学东渐”背

景下建立的各类法政学校和法科为现代中国

法律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精神上，

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忧国忧民、自主独立，是

近代法律学人共有的品质；在主体上，大多数

法科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坚守，至今仍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伟在题为

《宁波法政学堂疑难史实考证》的演讲中，对于

学界似已定论的宁波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事

实上的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仁善在《国立中央

大学法科教育回眸》的演讲中，从历史沿革、师

资队伍、教研活动、社会声誉，回顾了国立中

央大学法科的创办和发展史，认为国立

中央大学法科教育尽管起步较晚，但

起点很高，曾引领民国公立法科教

育潮流，同时也烙下了深刻的

时代印记。

  “专题研讨”由华东

政法大学教授屈文

生主持。清华大

学 副 教 授 陈

新宇在《事不过三——— 清华法律学系的三次筹

建始末》的发言中，介绍了清华大学法律系在

1929年至1934年、1946年至1949年、1995年至1999

年的三段筹建史，认为国家政策、校方态度和个

人作为这三个方面对于法科的创建和发展不可

或缺。同济大学教授陈颐分享了法律学人胡元

义、胡庶华和徐道邻的同济岁月，并介绍了20世

纪40年代同济大学法科的立与撤。东华大学副

教授袁哲在《法科留学生的分化与青年党的成

立》的发言中，分析了百年前的留日法政生与青

年党的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沈伟从法学

知识垄断化、大东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案例，介

绍了近代法学函授教育的兴与衰。上海海事大

学陈刚博士在发言中，细述一代海商法大家魏

文瀚的人生履历，展现了海商法学科在中国的

创立和变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方潇、上海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教授王旭和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李洋，分别就史料把握、材料衔接和论述角度等

问题作了精彩的评议。

  “与谈及讨论”环节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于明的主持下，7位青年学者围绕各自提交的

论文展开了论述。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

伟臣以持志大学的“前世今生”为焦点，介绍

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教育的历程；华东政

法大学副教授李明倩回忆采访十多位台湾法

律界前辈、撰写《中华法学家访谈录》的过程，

及自己对于台湾地区一代法律耆宿精神风貌

的感观；浙江财经大学龚金镭博士以近代宁波

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法学教育根基之形成的关

系，对于王伟教授的主旨演讲作了回应；浙江

大学栾兆星博士以课程设置、历史进程和政治

变动为视角介绍了浙大光华法学院的建设；

绍兴文理学院姜增博士以日记和私人档案为

基础，分析了民国司法界派系划分薄弱、个人

关系浓厚之成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杨立民

博士分别从职业身份、业务范围、监管机构等

角度，分析在实践中各国对于外国律师的准

入机制及中国目前的困境和对策；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龚湉晰博士以刘师舜、漆竹生为切

入，分析了留日和留欧这两类民国法科学子的

人生境遇及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史变迁中的必

然与偶然。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沛在总结中指出，可

从机构史、部门法学史、法律人的历史、法律教

育的方式以及地方的法律教育史等方面拓展中

国法律教育史的研究，机构史包括法学院、法律

系的历史，部门法学史应当区别于各学科内的

视角，地方法律教育史研究应当分地域进行讨

论，如果能够从地域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特点

而非仅仅是史料的堆积，中国法律教育史的研

究将大有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雷认为，会

议通过对法政学校、法律系和人物的研究和发

掘，显示出中国法律教育史的论述具备一定的

连续性，对人物、机构和地域的研究或许可以跳

出固定的框架，这也将有助于法律史研究走出

自身的局限。

“来自何处——— 中国法律教育史研讨会”在华政举行

前沿观点

□ 孟书仪

  说起颜真卿，就不得不提到其家族先人颜之

推。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乱世，先后在南朝梁、西

魏、北齐、北周、隋朝做官，目睹了无数“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的故事。命途的多舛让颜之推对

历史与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索，他将自己的乱

世经历与感悟，汇聚到家风这一点上，记录在《颜

氏家训》里，用来教导儿子，警示子孙。

  在《颜氏家训》的指导下，颜氏子孙几乎个个

注重才学与操守。出生在这样家庭的颜真卿，对

各种邪门歪道、投机取巧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

点，从他学书法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为了精进书法，颜真卿专门去向著名书法家

张旭请教写字的秘诀。第一次去请教的时候，张旭

只哈哈一笑，说：“书法哪有什么秘诀！多写多写再

多写，自己就悟出来了！”颜真卿听了张旭的话，老

老实实地练了一个多月。之后又去拜见张旭，说：

“我得到您的教诲以后，勤学苦练了一个多月。写

出来的字，虽然别人都觉得好，但自己仍觉得差点

意思。”张旭被颜真卿的勤奋和真诚打动，终于告

诉他，用笔的妙诀是“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点画

沉着，下笔有力，力透纸背，才算功夫到家。

  张旭的指导对颜真卿影响深远。但颜真卿并

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书法家。他最大的志向，仍

然遵循了颜之推以来的家族传统：充实才学、端

正操守，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实际用途的人才。

  公元753年，颜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平原郡

属河北道，是安禄山的管辖范围，而此人早就蓄

谋反叛。颜真卿一到任上，就察觉到大事不妙。当

时，安禄山对中央来的官吏都是采取拉拢策略。

自幼恪守家训的颜真卿，怎么可能跟着他去搞

叛乱？

  颜真卿决定采取表面温顺、暗中备战的策略，

借口防洪防灾的需要，派人疏浚河道、高筑城墙、

登记壮丁、囤积粮草。同时在业余时间，时常约上

一群文人朋友，喝喝酒、写写诗、练练字，给自己树

立文艺太守的人设，降低安禄山的警惕性。

  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在范阳起

兵造反。河北二十四郡官军几乎都吓破了胆，降

的降，逃的逃。只有颜真卿治下的平原郡，顽强抵

抗，并派出使者快马加鞭赶到长安报告情况。接

到消息时，唐玄宗不禁感慨：“朕不识颜真卿形状

如何，所为得如此！”

  趁安禄山长驱直入、后方空虚之时，颜真卿

毅然起兵反抗，一时间河北诸郡纷纷响应。颜真

卿的哥哥，常山太守颜杲卿也在义军之中。就在

形势大好之际，唐朝内部一些将领却各怀鬼胎，

手握重兵却坐视河北义军而不救。没过多久，颜

杲卿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击败，被残忍的杀害。

一同殉难的还有颜氏家族三十余人，包括颜杲卿

的儿子颜季明、外甥卢逖等。

  噩耗传来，颜真卿悲愤异常，却又无暇顾及，

因为他要继续抵挡那气势汹汹杀回来的叛军。直

到两年后，颜真卿才得以抽出身来，派人寻访家

族亲人的下落，将颜杲卿、颜季明和卢逖归葬长

安凤栖原祖茔，并写下了著名的《祭侄文稿》。

  在书写此文时，颜真卿椎心泣血、极度悲愤，

根本无法刻意经营笔墨，依靠的纯粹是平日书法

功力的自然流露。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篇

边下笔边措辞，涂涂抹抹的作品，竟被后世誉为

“天下第二行书”。

  他更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灾

难等着他。

  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当时的

宰相卢杞与颜真卿不和，居然上奏：“颜真卿四方

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怂恿唐德宗下诏，让

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唐德宗居然一口答应。诏

令一出，满朝皆惊。大家都知道，对于颜真卿来

说，这意味着有去无回。

  已年近八十的颜真卿，心中自然比其他人更

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一生忠于大唐，哪怕前路凶

险莫测，也义无反顾。

  到达淮西后，面对李希烈的屡次威胁，颜真

卿不屈不挠。在囚牢中，他准备好了遗嘱、墓志、

祭文。数月之后，被李希烈杀害。

  颜真卿在《颜氏家训》的训诫下成长起来，最

终又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诠释了其平实家训所

蕴含的大义。这种精神也潜藏在了他所开创的颜

体之中：其书端正、雄厚，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

之气，其人刚正忠烈、坚贞不屈，两者仿佛浑然一

体。无怪乎欧阳修评价：“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

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

清正忠义颜真卿

史海钩沉

新华网与西南政法大学签约

共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3月31日，新华网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建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签约仪式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岳彩申表示，西南政法大学作为

与新华网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全国首家政法院校，一直将“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理念。本次与新华网共建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中心就是落实这一根本理念的战略举措和重要抓手。本次双方

开展课程思政共建，学校将立足学科特色和优势，积极探索打造具有

政法特色、西政风格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致力

于成为全国政法类课程思政的示范标杆，并成长为具有政法特色、引

领地位、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的国内一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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