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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写鸿篇 赤忱作巨著
评孙长永教授主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

□ 法宣

  《光荣与梦想》是一部由刘江执导，唐国强、侯京

健、黄晓明、佟瑞欣、刘劲、张桐、吴刚、王丽坤、马少

骅、李小冉、王劲松、高圆圆、聂远、高伟光等主演的革

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该剧以历史事件为经、人物为纬，重点着墨中国

共产党从无到有、中华民族从苦难到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过程，同时展现

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

剧中基本覆盖了从建党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节点：中

共一大、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

争……

  剧情简介：

  20世纪初的旧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湖南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革命

运动，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指引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参与了创建中国

共产党，工友赵语迟一路追随，并与陈独秀门生厉春风成为至交。蒋介石叛变

革命，厉春风投入了反动阵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挺进井冈山创立了根据

地，赵语迟成长为革命战士。蒋介石连续围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

迫长征，长征路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日军侵华，中共团结全

国各阶层取得抗战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剿共，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行三大战役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侵略者卷土重来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

泽东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助朝鲜，三年浴血奋战打败侵略者，取得了抗

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真正屹立于东方。

《光荣与梦想》

□ 熊秋红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

  2021年春夏之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领衔的

学术团队在历经5年、反复打磨之后，推出了百余万字的

鸿篇巨著———《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

展望》。该书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开端，由17位作者分18

个专题进行梳理，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刑

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历史，深刻反思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制

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情展望了我国刑事程序

法治建设的未来图景。该书的问世，集中展示了我国刑事

诉讼法学领域西南重镇的整体实力。

  该书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通过“前言”，对中国刑

事诉讼法制四十年的发展状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存

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总体评价，基本上形

成了“总分结构”。每个专题大体上按照回顾、反思、展望

三项内容逐项展开，在写作思路上基本一致，尽管每个

专题在具体展开上有所差异。在写作过程中，描述、分

析、评论、建议相结合，每个专题研究都做得相当全面、

系统和扎实。

  不仅关注立法状况，而且关注法律实施，是该书的

一大特色。过去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局限

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大多数成果都只是对1996年或者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一段时间内有关问题的研究。由

于调研的时间较短，难以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变化和实施

情况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相比较而言，该书对于刑

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研究，具有跟踪性和连续性。课题

组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课题组所作的调

研以及大量的公开数据和典型案例，针对实施中的成绩

和问题，作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突出体现了研究的实

证性和反思性。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

式，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以往

的研究看，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存在相对的区分：

制度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发展，学术史研究主要研究

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制度史研究强调研究的客观

性、中立性；学术史研究重在对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和点评。该书不仅研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而且研究

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此外还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对策建议，这样就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结合在

一起。该书主要定位于制度史研究，但所采取的写作方

式又将学术史研究部分带入，这种将制度史研究与学术

史研究相融合的写作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

  二是历史研究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该书研究

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发展史，无疑是一种历史研

究，但又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从历史研究出发，往往

偏重于划分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各阶段的不同

特点、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专题研究出发，

主要采取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

研究方法，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

路径。历史研究强调“写实”，而专题研究不可避免地带

有个性色彩，导致研究结论不一定属于“通说”。历史研

究与专题研究的内在逻辑存在一定的背离，也可将其

视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张力。该书将历史研究与专题研

究相结合，以历史分析为主线，兼采实证分析和比较分

析，将“我发现”与“我认为”有机结合，创立了一种新的

研究范式。

  三是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该书以

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为基本框架，在专题选择上突

出重点，包括管辖、辩护、陪审、被害人权益保护、取保候

审、拘留、逮捕、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侦查讯问、搜

查扣押、技术侦查、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特别程

序等18个专题，但并不全面，比如，没有对回避、附带民

事诉讼进行专题研究；强制措施中缺少监视居住；侦查

措施中缺少司法鉴定；主要程序中缺少审查起诉、执行。

此外，该书主要研究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没有对指导

思想、任务、基本原则等进行专题讨论。在法制史研究

中，如何处理好研究的选择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关系，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次交流中，孙长永教授表示，

部分专题他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主要是研究的时

机尚不成熟，但公诉和执行确实应当纳入。

  孙长永教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在

长期的治学生涯中，他始终秉持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

敢于坦率地指出现行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

他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史时的反思性基调。孙长永教

授精通两门外语，学术视野开阔，使得他能够在中西“对

着讲”中，借助对话的“反作用力”，寻求一种更加自由和

开放的递进性思维，从而提出富有洞见的解决中国问题

的方案。在这部沉甸甸的著作中，“正当程序”是贯穿始

终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刑事程序理想已经发生、发展。从刑事程序

正义起步，落实实体正义，进而实现国家刑事法治，逐步

成为一种现实。这正是包括孙长永教授在内的刑事诉讼

法学者著书立说的意义之所在！

□ 宋功德

  《党规之治》的从无到有，与其说是经历了一场书

写，不如说是完成了一个写照，一种解读波澜壮阔的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伟大实践的理论写照。

  ……

  这种写照，是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时代特征为底

色。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行动指南，

紧跟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新形势，把握党的领导、党的建

设新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注重制度创新与理

论创新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坚持政治逻辑和专业逻辑紧

密结合，制度导向始终对标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系统思维

和问题意识紧密结合，制度制定瞄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

规体系；坚持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制度建设始

终贯彻“两个维护”；坚持提质增效和查漏补缺紧密结合，

制度变革以推进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立

柱架梁和添砖加瓦紧密结合，制度制定以准则条例高位

引领配套法规；坚持建章立制和贯彻落实紧密结合，制

度保障站得稳靠得住用得好见实效。

  这种写照，是以呈现对党内法规制度现象的学理探

究为主旨。党内法规制度现象是党内法规学的研究对

象，党内法规学以描述、解释、评价、建构这一社会现象

为己任。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朝气蓬勃的年轻学问，党

内法规学科是一门横跨多领域的新兴学问，党内法规学

理是一门探究依规治党实践之理的现实学问。本书通过

对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的研究解读，试图发现

和揭示党内法规的一般原理。

  本书由4编23章组成：第一编以“坚持依规治党”为

题，主要阐述党内法规基础知识、依规治党一般要求、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目标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第二编以“党内法规调整”为题，主要阐述

党内法规针对党务关系作出分类调整、精准调整，研究

党内法规如何规定党务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第三

编以“党内法规维度”为题，主要阐述党内法规的形态与

理念、实践与理论、时间与空间等6个维度以及“一规多

治”的功能定位；第四编以“党内法规体系”为题，主要阐

述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和制度板块，探讨党章、准则、条

例和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在这一体系中所处地位以

及文件“造规”有关问题。

  每一种写照都只能反映作者眼中的风景，本书也是如

此。书中内容，作为笔者对党内法规一般原理的所思所想，

是不全面的，未必是准确的，肯定是不完美的。不过，假如

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非凡风

采，假如这些粗浅思考对推动形成与党内法规实践相匹配

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所裨益，那么这场“写照”就不虚此行。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成就彪炳史

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光辉

历程，展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光明前景，作为一名党

内法规工作者出版本书以“立此存照”，是一种责任，更

是一种荣光。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一直在路上。

  党内法规学理探究一直在路上。

  内容简介：

  《党规之治》作者宋功德。法律出版社

出版。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通过对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的研

究解读，深刻阐明党规之治的政治立场、功

能定位、实践逻辑、内在规律等，揭示了党

内法规的一般原理，构建了一套科学规范

的党内法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

系，为党内法规的研究、党的制度建设起到

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本著作堪称党内

法规学的奠基之作。

  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法官冷涛

编著的《执行办案一本通》于2021年6月在法律出

版社正式发行。本书对现有的所有执行规范进

行全面整理，以“框格”模式清晰展示了执行领

域1600余个具体规范的法律依据、适用要点和参

考案例等，能够让读者快速找到所要了解的执

行规范，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全面、清晰的参

考，成为解决“执行难”的一件神兵利器！

  本书按照执行程序的时间脉络对整个执行

活动中各个重要环节进行分门别类。全书共分3

个部分，分别为执行综合规范、执行实施案件办

理规范、执行审查案件办理规范。

  本书具有以下3个鲜明特色：

  一、全。本书从服务办案实际出发，以“框

格”模式来区别于其他的以法条汇编模式而进

行整理汇编，全书共总结提炼具体规范1600余

个，并对每个规范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归纳、编注、链接，让

翻开书的人瞬间感受到耳目一新的阅读快感。

同时也将解决同一法律问题的、分散在不同法

律规定的规范汇集到一起，给读者以全面、充盈

的全新体验。

  二、清。本书是对现有执行规范的全面整

理，收录了几乎所有和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并在每个章节辅以

相关的典型案例，链接相关的法律文书，读者

只要翻到每个章节，该章节里就会把相关问

题涉及的规范清晰地展现出来，从而避免实

践中查找与适用规范的困难，减少法律适用不

统一的风险。

  三、速。本书收录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等条文类文件140余件，收录指导性案

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案例等权威案例360余

个，收录各类执行法律文书示范文本200余个，

总结提炼具体规范1600余个，并且使用了创新

的“框格”模式对规范条文进行系统化整合和注

解，做到规范体系不乱，对应链接全面，便于读

者进行“一站式”查找，做到既能明晰规范条文，

又能迅速找出相关规定。

一种写照
《党规之治》前言

学者随书

《执行办案一本通》之特色

沁园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感
（中华新韵）

□ 张建超

  风雨独舟，初心毋改，破壁中兴。忆华夏百年，几遭沉浮，志士怼恨，仁人忧忡。南湖

聚义，燎原星火，九州光复舁工农。日月更，问苍茫大地，谁与争雄？

  山河岁月犹在，洗衰色，天地亦不同。吾共产党人，琴心剑胆，扶贫斩瘟，庶贤欣拥。

醒中国梦，夺小康营，双百伟业已轻程。凯歌扬，乘胜逐华胥，不负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