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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使命》
□ 马行西

你是卫兵！

不管飞沙走石，

还是电光雷霆，

千年挺立，

岿然不动。

即便脚下的土地成为孤岛，

也要把它们紧紧聚拢。

你是路标！

那浩瀚无垠的大漠，

不辨西东。

那鳞次栉比的沙丘，

日夜流动。

只有你高大的身躯，

为那疲惫不堪的天涯人，

指引路径。

你是使者！

千年的繁华渺如秋鸿，

万年的润泽枯草断篷。

谁曾看龟兹乐舞？

谁长闻丝路驼铃？

只有你见证了一切，

把那远去的历史绝唱，

告诉后人倾听。

你是生命！

三千年笑傲时空。

生而千年不死，

根须深深扎入地层。

死而千年不倒，

枝干化作大漠图腾。

倒而千年不朽，

身伏大地气贯长虹。

胡杨赞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刑法规范为中心，以监察委管辖的88个案件罪名为核心展开的规

范体系专论。围绕监察委适用的刑法罪名，通过分析各个罪名的犯罪构成、司法

认定，从而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全面理解管辖罪名的路径，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

各个罪名的基本原理，更好地解决罪名适用中的疑难复杂问题；通过纳入量刑标

准、解释索引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检索工具，本书完整收集相关罪名的新司法解释，

紧跟司法实践，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并且通过各个罪名后附指导案例、公报案例

或经典案例，以生动的形式使职务犯罪办理人员更好地理解和适用罪名，注重实

际案例的指导、借鉴功能。为更好地满足监察实务工作者的工作需求，本书注重

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科学性和知识、信息的新颖性，反映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与

理论研究成果，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监察实务工作者以及相关理论研究者的工

作需求。

《监察委管辖案件罪名适用精编》

凝聚起信仰的磅礴伟力(上)
读任仲然著《哲学的力量——— 艾思奇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监察委管辖案

件罪名适用精编》作

者李翔，华东政法大

学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防治腐败财税法机制研究》作者

王文婷。法律出版社出版。

学者随书

□ 法宣

  《绝密使命》是由白涛执导，张桐、应昊茗、牟星、

贾宏伟等主演的近代革命历史剧。开篇以6名青年干

部中途牺牲的紧急事件为线索，引出党中央要建立独

立交通网，打通上海经香港、汕头到闽西直达瑞金中

央苏区绝密交通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该剧首次聚焦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重点讲述1929年至1934年

间交通员在长达3000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传送情报、护送干部

的感人故事，全景再现了当年交通员们在白色恐怖下遇险不退、遇难不

避、遇死不畏的战斗场景。不同于以往的谍战剧，该剧对准了另一个隐秘

战场，填补了“秘密交通线”的荧屏空白。

  剧情简介：

  为了支援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

定建立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到苏区的红色交通线。邹叔宝为交通线伯公

凹站站长，与其他交通站一道，行使向苏区输送人员和紧缺物资，也从苏区

向上海党中央运送经费和传递情报的绝密使命。在邹叔宝的领导下，交通员

与敌人斗智斗勇。在以曹瑞瑛为站长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严查紧追下，几个

小站遭到敌人破坏，但交通员们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党的秘密。在

护送从全国各地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百多位

代表的过程中，邹叔宝等人以牺牲自我的英雄壮举，把所有代表安全地护

送到瑞金，确保了意义重大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

□ 楚建锋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属于

自己的哲学和主义，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

和政治体制。哲学，是管世界观、人生观的，是意识

形态的核心。哲学的力量，就是世界观的力量、人生

观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最初来自哪里

呢？一方面，来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就是100年前以毛泽东等同志为代

表、以艾思奇等学者为主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力

量。这是任仲然著、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哲学

的力量——— 艾思奇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这本书告

诉我们的。

  这是一本以“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毛

泽东语）”艾思奇生平和理论成就为主线，多维度

剖析、传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专著。一

展开，便不由自主地随作者的笔触“走进”书中，一

发不可收拾地被“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传奇经

历，坚定信仰，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造诣而深深

吸引；被艾思奇的“理论是地图，指引你前进的路

径”“以思想抓住时代”的精神力量所震撼、所折

服、所凝聚。

  任仲然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

的政治品格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长期在党的战线

工作，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哲人、思想

家。出版过《学习就是力量——— 做一个成功的学习

者》《风中的芦苇——— 人的思维异化与革命随笔录》

《从政者真话实说》《怎样讲党课》《怎样调研》《怎样

开会》等多本党的理论专著。这本文字质朴、由浅入

深，饱蘸深情笔墨的理论读物，是作者带着强烈的

忧国忧民意识，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朴素情怀，用

心、用情、用广博的爱隔空与艾思奇对话交流，由此

走入艾思奇的精神世界，与艾思奇灵魂相遇、心灵

交融的结晶。

  作者在书中期盼读者在学哲学、用哲学中，能

如上世纪30年代艾思奇用哲学唤醒沉睡中国的起

床号一样，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变复杂为

简单、变深奥为通俗、变抽象为具体，让理论与现实

深入交汇，把哲学与大众、哲学与生活、哲学与政

治、哲学与经济、哲学与法治等紧密相连，让其自然

新颖、通俗易懂，既充满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穿

透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感召力，又不急躁不迟

缓、润物细无声般沁人心脾，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

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艾思奇（1910-1966年），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忠实的哲人，忠诚的

战士，忠厚的师表。他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传播，影响并感召了几代中国人。著有《大众哲

学》《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哲学与生活》《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之命运〉——— 极端唯

心论的愚民哲学》《学习——— 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

《自然辩证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作者在

推介艾思奇的哲学地位和历史影响力时，用毛泽东

同志的话语点睛：“毛泽东了解他、敬重他、信任

他，评价他是：‘ 一个真正的好人’‘ 是个好哲学

家’”；再用蒋介石惧怕他来评价艾思奇“力拔山兮

气盖世”的哲学伟力：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

介石痛定思痛，经常反省反思。有一天，他看见书

架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即刻顿悟，“国民党不是

被共产党军队用土枪土炮打败的，而是被艾思奇这

本不到10万字的书打败的”。“一卷雄书百万兵，攻

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

名”，这是一首挂在云南腾冲艾思奇故居墙上的

诗，是由蒋介石父子早年幕僚马壁题写的。作者在

云南腾冲拜谒艾思奇故居时，发现了马壁的诗。作

者说，这首诗一定程度反映出那个年代艾思奇等共

产党人把哲学的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力量结合到一

起，才有了势如破竹的推翻“三座大山”、红旗插遍

大江南北，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奇迹。作者在

书中讲到，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胡适，现在流行的

是另一个胡适。人们对历史特定时期的胡适越来越

陌生，对网上宣传的胡适却越来越信任，甚至崇

拜。在当下一些人眼里，胡适是名伟大的学者，了

不起的思想大师。然而，历史上胡适是国民党的官

僚政客。正如60年前艾思奇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

“真正的‘超党派’‘超政治’的哲学思想是不存在

的……三十多年来，胡适一派所散布的实用主义

思想，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

反动最腐朽的唯心哲学。”作者指出，这是60年前

艾思奇有力清算当时胡适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恶劣

影响、有效排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

义的干扰和歪曲的振臂之呼。作者在书中呼吁，历

史不能被忘记、不能被歪曲，重大的哲学思想和理

论问题不能含糊不清、是非颠倒。在当下，中国共

产党人更要强化自己的看家本领，学会透过现象

看本质，知道共产党人该提倡什么、该反对什么。

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

□ 周佑勇

  腐败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探寻腐败问题的治理

之策，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腐败问题的产

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制度背景与时代背景，因此，腐败的

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21世纪以

来，伴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腐败犯罪成为我国社会转

型中广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腐败治理逐渐呈

现理性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趋势。以法律为依托，构建

制度化的反腐败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

为各方共识。应当看到，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多方协力才能将其建成，这也就意味着，治理腐

败的路径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没有唯一和绝对

的范式，只有综合和多元的范式。

  将腐败问题置于现代化的场域中，剖析腐败与现代

化进程和国家治理策略选择之间的内在机理，是美国当

代著名政治学代表人物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洞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全面提

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意涵。《决定》还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这意味着财政与财税体制已经同国家治理紧密

对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财税制度与腐败治理之

间的互动，是完善腐败治理路径的重要内容。

  从本质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

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各制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古今

中外，财政可谓是国家的“神经”，是国家的“生命线”，英

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指出“财政乃庶政之母”。与

国家治理体系其他方面的制度内容有所不同，财税体制

往往起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政府的任何活动

都必须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抓住了财政，就是扼住了

权力的“咽喉”，就是射中了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Achilles’Heel）。因此，从治国理财的角度来看，完善国

家的财政制度，规范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的透

明度，强化财政监督，能够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实现腐

败的源头治理。

  财税反腐命题的提出，同时也与我国特定的时空语

境相联系。长期以来，我国“重惩治，轻预防”、重“治人”

轻“理财”的反腐路径并未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腐败在

高压态势之下不断进化，隐形腐败、非典型腐败的出现，

意味着必须构建全方位的腐败防治体系，用制度“管人”

“管财”，实现“标本兼治”。在“管人”方面，随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在消灭腐败存量方面已经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管财”方面稍显不足，仍需进

一步筑牢抑制腐败增量的“堤坝”。探索财税反腐的实践

路径，实现法治理财、制度控权，与其他国家制度一起形

成监督合力，既是对当下腐败治理的现实关照，同时也

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财税反腐的相关研究，既是对财税法的主体职能

（合法组织政府收入，合理安排政府支出，规范财政资金

管理）的回归，也是对该职能的超越，同样彰显了财税法

学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质。实际上，学科互涉已经

成为学术意识的一部分，财税法学如欲无愧于这个时代

的重托与厚望，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研究和解决现实问

题，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使财税法的理论思辨

成为时代本质的思辨，与时代变革的脉搏跳动合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理论未有穷期，道路始

于足下，学术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对财税反腐的研

究，本书仅是一个开端，以期引起学术上的争鸣，并将财

税法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为新

时期依旧严峻的腐败治理困境突围提供相应的参考，同

时能够为丰富财税法学的学术理论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