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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党员由军从警的毕生承诺

□ 法宣

  《叛逆者》是一部由周游执导，朱一龙、童瑶、王志文、

王阳、朱珠等主演的谍战剧。该剧讲述了林楠笙、朱怡贞

等热血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坚持理想、寻求

救国道路，同时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

  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与以往熟悉的谍战剧不同，该

剧没有将大量笔墨用在展现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上，而

是着重刻画了主人公林楠笙作为国民党的“叛逆者”，在时

代洪流中经历了无数次内心挣扎之后，明知将付出沉重

代价，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剧情简介：

  1936年，年轻的复兴社干部特训班学员林楠笙被复

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陈默群带往上海，参加抓捕潜伏

在上海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邮差”这一任务。在执行任

务的过程中，正直单纯的林楠笙被顾慎言、纪中原、朱怡

贞、左秋明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感召，对国民党内部的乱象和当时中国人民的苦

难有了更深的思考，也对共产党人的信仰和追求有了更

深的了解。

  林楠笙在对日伪的斗争中勇敢果毅，屡立战功。在民

族大义面前，多次和共产党人站到一起，尤其是在一些关

键时刻，他利用自己在军统的特殊身份，为上海地下党组

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经过艰苦斗争和生死考验后，林楠

笙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

刻，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叛逆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

配套司法解释对应及新旧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配套司法

解释对应及新旧对照》顾问王利明，主编石

冠彬。法律出版社出版。

  为了统一裁判尺度、保障民法典得以正

确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回应了民法典对司

法实务提出的新要求，颁布了民法典时间效力

等第一批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并且对标民

法典的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全面清理了591件

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此

次清理活动，对既往裁判规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

“修改”或“删除”，实现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

文件与民法典的衔接，同时也对广大理论研究人

员和司法实务工作者理解好、解释好、贯彻好民法

典提出了更高要求。

  内容简介：

  本书定位于让读者通过对民法典和配套司法

解释新旧规范的对照，了解相应规范的“前世今

生”，也希望能让读者通过民法典与配套司法解释

条文的对应而构建较系统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此外，本书按类型整理汇编了相应法律规范，收录

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4批次废止司法文件目

录，致力成为一本既服务于理论界也服务于实务

界的民法典工具书。

  编者在本书第一部分试图通过全面对照前民

法典时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与民法典的条文来凸显

民法典新规则。与此同时，编者对立法演变进行了

核心提示，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法典与民法典施行

的核心配套规范予以逐一对照，从而展现了较完

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契合了民法典法典化的

价值追求。本书较完备地涵盖了与民法典相关的

民商事法律规范，内容翔实、内在逻辑清晰，基本

能满足民事案件的规范供给，而且对于新旧司法

解释的演变采取了通过对照表或补充脚注的不同

形式来进行提示，详略得当。

□ 张太盛

  建党百年庆，重上井冈山。

  万世辉煌业绩，不竭力量源。

  为有牺牲壮志，敢闯新路领先，使命重在肩。

  有了根据地，星火正燎原。

  追理想，守底线，意志坚。

  百年风华正茂，登高望远天。

  苍山连绵如海，风云拥动狂澜，巨轮驶向前。

  压舱石稳舵，奋楫高扬帆。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 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导读版）》是

高桥宏志教授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之大成，

也是他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顶峰。在他之

后，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所讨论的绝大多

数问题都无法绕开他的相关理论阐述。高桥

教授的理论观点常常被日本学术界后辈称为

“高桥说”。 

  200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第一个

译本(《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正是基于本书

对于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所以我们

翻译并积极推荐这本书。本书出版之后，对于我

国学术界认识、借鉴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后十

余年里，我注意到，人们在阅读本书时，常常会遇到

一些认识和理解上的障碍，阅读和理解往往不得要

领，甚至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这必然会对我们准确地

认识、理解和借鉴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尤其是

民事诉讼法的原理产生消极影响。之所以会如此，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因为在诉讼制度、概念内涵方面，日本与我

国存在诸多差异，导致读者容易简单地从我们既有的含

义上去理解。例如，关于诉讼要件与案件受理、裁判的关

系。如此一来，就容易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因此，我在导读

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制度和概念含义上的差异，避免被概念

的文字所左右。

  其二，没有充分注意相关观点在制度和理论上的语境。

特定的制度和理论都有其相应的语境。日本民事诉讼制度与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及理论在语境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

阅读和理解时需要注意其语境差异。其中包括司法制度、诉讼

价值追求、法治发展阶段、诉讼理念、诉讼文化、相关配套制度、

法系归属、实体法规定等。

  其三，日本学者在学术阐述的表达方式和习惯与我国有所

不同，容易忽视其言说的重点和实质。例如，对有些问题的看法，

日本学者常常会在注释中去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作

者的一些设想、不成熟的想法、疑问等。因此，在阅读时，应当特别

注意书中的注释部分，注释中往往也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含量的内

容，并非单纯的观点或资料的出处。

  最后，就我的观察而言，日本学者更注意对问题细节的讨论和

分析，相较而言，我国学者似乎更注重对制度和理论架构等宏观问

题的研究，由此，在阅读时也容易忽视其他细节问题。如果我们在

阅读时，能够更多地注意相关的细节问题，也许就会发现更多有

学术价值的东西，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对我国的学术发

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基于我在相对较长时期里对日本民事诉讼理论有着更多

的关注，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比较注意我国与日本民事诉

讼制度和理论的不同之处。在此，为了提高读者阅读的有效

性，本书再版之际，我们修改了书名，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述习

惯，并为书中每一讲都编写了导读，对原来的译文也进行了

修订，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导读版）》序

  内容简介：

  《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导读版）》曾经于2003年

出版过，当时书名为《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再次出

版，译者张卫平在每一章前面加了导读，全书新增导

读共计1万余字。本书出版后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

成为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必备工具书和教学参考

用书。本书作为一本不可多得的民诉经典译著，被纳

入天下博观译丛。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谢 雨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接到监狱领导

要求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电话后，今年已经91

岁的离休老党员鲁同春的回答铿锵有力。

  老人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随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驻上海后，又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前往位于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四岔河农场，成为一名监狱民

警，直至离休。这句话正是他由军从警的毕生承诺。

  《法治日报》记者如约来到鲁同春老人家，五十多

平方米的房子几乎没有客厅，也没多余家具，如此朴

实的家境似乎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有些格格不

入，但老人表示生活上决不给党和国家增加负担。

穿上军装

  “我是1945年1月参加革命的，那时爹早死，娘改

嫁，我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

裤衩，吃睡都在牛棚，村子里的地下党看我实在可怜，

就把我送到八路军扛枪闹革命。”老人回忆说。

  鲁同春1930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他

说：“我参加八路军时，人小拿不动枪，连长就发了我4

枚手榴弹，手把手教我投弹要领。那时日本鬼子经常

来大扫荡，从飞机上扔炸弹，老百姓被炸得尸横遍野，

鬼子所到之处‘抢光、烧光、杀光’。”

  “一次战争中，我团兵分三路，埋伏在甲子山两

侧，张开口袋专等敌人上门，中午时分，敌人大队人马

果然进入我军埋伏阵地，团长一声令下：打！战斗立马

打响了，我的4枚手榴弹炸死了3个敌人……”回忆中

老人眼中放出光芒。

  抗日战争后，17岁的鲁同春成为一名通讯员。

1947年5月13日，我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孟良

崮两天两夜。

  “通讯员李富贵上山传达撤退命令，在隘口被敌

人的机枪打死，通讯员王忠林继续执行命令，也阵亡

在上山通道上。这时团长大喊：‘小鲁，你上！’我坚定

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两名通讯员相

继牺牲，让我感觉硬冲不是办法，我抓下军帽，用枪挑

起，迷惑敌人，果然敌人对军帽一阵猛扫，帽子瞬间被

打飞，趁着敌人射击停顿的间隙，我冲进了隘口，顺利

到达我军阵地，把仅剩的70名战士带下了山，顺利完

成任务。”老人说完长长吁了口气。

  两天后，解放军十八个团在粟裕、谭震林两位将

军的指挥下发起全线总攻，终将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

整编第83师1个团余部全歼，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鲁中

决战”计划。

换上警服

  1950年，江苏大丰一片茫茫无边的盐碱荒滩被划

归上海市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前

身），用于安置、教育改造上海无业游民。两年后，鲁同

春作为上海市公安总队五团二连排长被派驻扎此地。

  “原来我是申请去抗美援朝的，可一直没轮到，最

后上级领导把我调到了垦区农场，说这里是‘最艰苦

的地方’需要我去支援。我立刻回答，‘请首长放心，保

证完成任务’。”鲁老说。

  之前老人所在部队历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

海战役后被改编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部

队，担负上海、南京等地的边防海防和城市警备

任务。

  在调任农场前，鲁同春返乡探亲，认识了现在的老

伴孙承爱。“那时他说带我来上海，我就跟他来了，可刚

到上海没多久，我们就去了江苏的盐碱地，到处都是芦

苇荡，我们和垦民一起用大锹、扁担和泥筐以及数百头

耕牛开渠挖河、垫基造屋、垦荒植棉。”老伴孙承爱至今

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被鲁同春“骗”到上海来的。

  “夏天来了老鲁要去修堤坝防海潮，很长时间不

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见到刚刚出生的女儿，就给

孩子取名‘鲁海防’。”老伴边说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1963年，鲁同春脱下军装换上警服，成为一名真

正的农场民警，他白天带领劳教人员劳动，晚上对他

们进行思想教育。

  “早些年的劳教人员不少是国民党特务和无业游

民，对他们的改造要区别对待，国民党特务是敌我矛

盾，要单独教育；无业游民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像医

生对待病人、父母对待孩子、老师对待学生一样，悉心

调教、感化挽救。”鲁老说。

  老人的文化水平仅限于扫盲班，当上民警后便如

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一边学习一边教育。文化大革命

后公检法重建，四岔河农场恢复劳动教养工作，他在

劳教岗位上一直工作至退休。

戴起袖章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老人戴起红袖章，当上了志

愿者。

  “我现在老了，能出一份力是一份，尽量不给国

家添麻烦。”老人所在的华漕小区是四岔河农场离退

休老干部回到上海的集体安置地，当时分给他们的

住房不足60平方米，至今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摆设，最

耀眼的是墙上老人从青葱少年到满身荣誉勋章的

照片。

  离休后，鲁同春老人当了20年的社区居委会“常

驻理事”，还担任楼组长、上海市第一劳教所华漕一

支部党支部书记……忙得不亦乐乎，只要社区领导

派任务，他就回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鲁同春同志是我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一面旗

帜……”在一份2010年上海市劳教局优秀共产党员推

荐审批表上，《法治日报》记者看到这句话。

  即使现在，老人每天仍雷打不动看报纸，空闲时

写写回忆文章，有时还应邀到机关学校讲党史教

育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和老伴非常激动，每一句话都

讲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鲁老激动地说。

  图为今年清明节鲁同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留影。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历

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的文化资源，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有力支

撑，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本书撰写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中国的传统

文化，懂得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知识，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写作

中力求做到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

展脉络、独特价值和鲜明特色，使读者能够较为系

统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加深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理解，从中能够看成败、鉴得失、知兴

替，明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拓宽知识领域，夯实

文化底蕴，提升文化自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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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廿六

讲》作者刘斌，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