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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法治文物展”开展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为深入学习“四史”弘

扬民族精神，迎接中国政法大学七十周年校庆，11

月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法律古籍整理

研究所共同主办，历代法律文献馆协办的“百年法

治文物展”开展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中国政

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副校长李秀云以及相关部门

代表出席仪式。

  胡明表示，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

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次展览是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的一次有益探索，通过将“四史”学习与法学教

育有机融合，在突出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的同

时，将法治精神和法大传统、法大特色紧密结合，有

助于更好地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理念、培养法

治人才；这次展览是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

进”的一次生动实践，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深刻认识

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最新成果，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这次展览是开启迎接建

校七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化主题展的序幕。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雪梅作为本次展

览的主办方之一，简要介绍了本次展览的主要内容

和筹备过程。自今年6月开始，主办方对百年法治历

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新媒体每日推送宣传。

李雪梅表示，从展览策划到藏品整理、布展、志愿讲

解活动，整个过程都是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和新中国史教育的一次创新实践。

  胡明、李秀云与教师和校友代表共同为展览剪

彩，同时启动“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法治文物

讲述人征集活动。

  本次展览分为“百年历程”“经典传承”“土地

改革”“司法审判”“治安民生”五个部分。展品分别

征集自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

近30 0件法治文物，勾勒了我国百年法治和中国

之治。

  第一部分“百年历程”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

史为线索，梳理党规党法的发展脉络，展现党的创

立、发展、曲折、强盛的关键时间节点，在追本溯源

中，感悟党百折不挠、不断创新和自我完善的初心

与使命。第二部分“经典传承”通过集合性和个体性

文物展示百年大党的传奇，注重挖掘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第三部分是“土地改革”。百年中，党领

导数次土地改革实践，改革的成果书写在证明、文

契上，它们朴素无华，却记录了人心所向的社会公

平正义。第四部分聚焦“司法审判”。司法审判是衡

量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展览重点选取20世纪四五

十年代的民刑事判决书及档案卷宗，这些散落于民

间的法律文献，尚有待系统整理和研究。但足以展

现我国司法建设的历史实践和深厚基础，尤其是根

据地的司法体系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各级人

民法院系统奠定了基础。第五部分“治安民生”充分

展示了社会变革与法治的互动。法规、条例、公函、

介绍信、毕业证、结婚证、路条、票证等与每个人相

伴而行，法治已渐渐渗透于人们的日常，法治文化

和传统也终将在日积月累中成型。

《医疗纠纷审理思路及裁判标准》序言

□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悠悠万事，唯健康为大！因为健康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生

存状况和生活水平，影响每个家庭的幸福与美满，甚至关系

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因此，健康权成为我国宪法所

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进一

步明确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为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国家大力发展卫生和

健康事业，为公民提供各种健康服务，同时也在卫生健康领

域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和法规，对公民获得医疗服务和

医疗服务提供方从事卫生和健康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设

立了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可以说，没有哪个人可以不与医

生、护士、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打交道。没有他们的服务，公

民的健康权就无法得以保障。同时也应当看到，不论是公民

行使健康权还是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都应当遵循法律

的规定，依法进行。

  正是由于健康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密切相关，医

疗和健康服务成为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条

件。随着基本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全面落实以及各种

类型的医疗与健康服务的推广，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产生

的医疗纠纷也日益增多，医疗纠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

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与难题。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一定会产生各种

不同的矛盾和纠纷，这本是社会中的常态。但是，如果某一类

纠纷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尤其是没有完善的法律制

度的保障，不仅对个人及其家庭会造成巨大的痛苦，也会成

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健康权的医疗纠纷尤其

如此。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白松法官集其二十多年的司法实

践经验，梳理提炼，由表及里，从案例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

对医疗纠纷的司法处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系统解读和对策，撰

写了《医疗纠纷审理思路及裁判标准》一书。此书为防范和解

决医疗纠纷提供了非常及时和重要的指南，也是卫生健康法

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贡献。

  医疗纠纷的司法解决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提起医疗纠

纷的案由。司法制度有其自身的体系，也有司法案件推进的

路径。对于很多当事人，甚至一些律师而言，司法体系犹如不

熟悉的陌生地带，在十字路口甚至是多条路径的交叉口前举

足难行。因此，在进入司法程序时必须要看清路标，找准路

径。错识路标或误入他径，不仅会事倍功半，而且会影响当事

人的自身合法权益。本书开篇就从这样一个最先遇到的问题

入手，为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了清晰的路标以及法律上所指

引的确定路径。看似简单，却又极具法律特有的规范性和技

术性，对于当事人而言，显然是不可多得的路标指南。

  本书由此进入医疗纠纷的主题，就医疗纠纷的主体及其

各种变化、医疗纠纷的管辖权及其冲突解决、医疗纠纷中诉

权的种种特点、医疗鉴定的程序及鉴定意见的效力、医疗纠

纷损失的确定及计算标准等诸多法律难题提供了清晰的路

线图和法律对策，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解决上述难题不

可多得的法律对策建议。此外，本书还特别就医疗纠纷中的

举证责任，尤其是医疗纠纷中重要的证据——— 病历，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有见地的法律指引。俗话说，“打官司就

是打证据”，那么谁举证就成为一个必须要明确的诉讼责任

问题。虽然民法典明确了一般医疗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但由于医患双方实际存在专业知识差距及其产生的信息不

对称等具体问题，尤其是病历等相关证据材料往往保存在医

疗机构中，作为法律规定的一般原则——— 谁主张谁举证，在

面临具体医疗纠纷时，就需要有更多的现实考虑和具体制度

安排。作者在书中指出，“‘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虽不再适用于

一般医疗侵权纠纷，但医院仍要承担提供由其保存的病历材

料的举证责任，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进而提出了“以

过错原则为主”“以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以无过错原则为

例外”的制度安排。在对病历这一主要证据的分类和分析的

问题上，作者不仅对于病历提供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细致分

析，而且对于瑕疵病历的认定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法律解答。上述法律和法理解读加上具体案例分

析，为读者尤其是医疗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法律指

引，也为医疗纠纷解决的制度化及其完善提供了很有见地的

建议和对策。

  本书不仅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法律和法理功底，更凸显了

作者二十多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追求与毅力。法

律实务工作者，尤其是法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切身的

感悟。但很多法律实务工作者往往囿于时间和工作的压力，

很难把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分析和

研究。虽然在个案中努力追求正义，但却难以提炼并产生制

度层面上的正义。开卷有益，对于本书而言更是如此。不论是

医疗纠纷的当事人，还是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者是法学理论

研究者，都会从书中获益匪浅。

  错误之一，先入为主。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及时到被害现场

或发现尸体处亲自验尸。如果州县官延误时机，妨害验尸，

将会被处以杖刑六十的惩罚。余杭知县刘锡彤接到报案后

正准备和仵作出门（仵作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法医），遇

到了一个叫陈竹山的秀才来衙门。提起这起案子，陈竹山

就把坊间关于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有奸情和他们谋杀小

白菜丈夫的传闻又对知县添油加醋地叙说了一番。所以，

在进行正式侦查之前，办案人员已经带有强烈的侦查

偏见。

  勘验现场之后发生的一切，在事后看来，更是让人唏嘘

不已。怎么回事呢？仵作来到现场检验后发现，死者身上的

特征和《洗冤集录》上记载的服砒霜而死的特征不太吻合，

所以不敢妄下结论，但是用银针刺入死者喉部，银针呈青黑

色，又似乎的确是砒霜之毒所致。仵作就想起他之前也检验

过一具死尸，死者特征和这起案件非常类似，不过当时死者

是自服生烟土致死，属于自杀。既然不能确定是砒霜致死还

是生烟土致死，是他人投毒还是自己服毒，仵作就想模糊处

理。于是，他就向知县禀告，死者是中毒身死，但是死于砒

霜还是死于生烟土，并没有明说。

  错误之二，侦查前偏见导致的错误思维。

  这个时候，跟着一起去的门丁插话了。这位非专业人士

在知县面前唠唠叨叨，说不可能是死于生烟土，因为如果是

的话，就是死者自己服用的，是自杀，就不是他杀了啊，我

们来之前不是都听说是他杀了吗，所以肯定是死于砒霜。你

看，这样带有偏见的侦查逻辑多么荒唐。但知县由于之前听

到陈竹山秀才的那段说辞，竟然认可了这个推理。

  错误之三，鉴定过程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

  当时仵作在和门丁的争执当中，慌张之下竟然忘记按

照《洗冤集录》的要求，把试毒的银针用皂角水多次洗擦，

换句话说就是鉴定过程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导致最终结

论不可靠。

  错误之四，严刑逼供，隐匿证据，涂改案件材料。

  死 因

一旦确定，后

面的结果就可想

而知了。小白菜肯定

是第一嫌疑人，毒打之

下，只能招供砒霜来源。知

县既然成见在先，小白菜不

交代，他当然就大刑伺候，史书

记载，小白菜被烧红的铁丝刺乳，

锡龙灌水浇背。小白菜当然熬不住了，

于是就招供是杨乃武在十月初五这天给

了她砒霜，但矛盾的是，杨乃武当天有事外

出，根本不在余杭，而且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

证明。所以，如果当时余杭知县能够重视这一重大

疑点，后面的冤案完全可以不必发生。

  但是，由于杨乃武屡次顶撞知县，导致后者心生怨

气，非要置杨乃武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知县呈奏朝廷革去

杨乃武举人身份，压下了杨乃武所提供的一连串证人的证

词，未将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

县违反了控方所承担的客观公正义务，没有全面收集有利

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且仵作对验尸时银针没有用

皂角水擦洗的情节擅自改为已经擦洗，掩盖了鉴定程序的

严重错误。

  （文章摘自陈虎《法律相对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偶然性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思录（一）》详见

于《法治日报》2021年11月9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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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

  《红旗渠》是一部由康宁执导，于震、安悦溪领衔主

演，曾黎、徐光宇、马东延、李勤勤、寇振海、廖京生、杜

月刚特邀主演，许之糯、景乐、陈彻、陶醉、徐申东、俞思

远主演的红色献礼剧。该剧讲述了林县人民为改变世

代缺水的现状，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从太行山腰修建

红旗渠的故事。

  剧情简介：

  1959年夏秋，一场大旱无情地吞噬了林县，河塘、水

库干涸，庄稼大面积枯死，人畜用水陷入极端困境。林县

县委一班人在县委书记林捷的带领下，决心彻底改变林

县祖辈缺水的困境。经过缜密实地调查，县委决定修建

“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彻底改变林

县人民自古缺水的困局。林捷和县委一班人带领林县人

民，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重重困难，顶住部分人冷嘲热

讽，千军万马、战天斗地修建“引漳入林工程”，历时10年，

终于在太行山腰修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

《侵犯商业秘密罪裁判规则》

  《侵犯商业秘密罪裁判规则》由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理论研究会主持，

主编唐亚南，人民法院新闻传媒

总社理论部编辑、法学博士。

副主编张向东，最高人民法

院刑二庭三级高级法

官；陈成建，浙江省义

乌市人民法院副

院长。法律出版

社出版。

  内容简介：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为

代表的商业秘密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同于其他

有形财产，作为无形财产的商业秘密更容易被侵害，不法

分子为牟取经济利益铤而走险窃取企业的商业秘密，技

术人员携技术资料投奔竞争对手等行为日益频繁，给商

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

的良性发展，破坏了营商环境。与侵犯商业秘密现象越发

凸显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刑法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

实践却呈现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个案裁判。以员额法官为

主组成的本书编写团队，依托大数据检索平台，遴选出59

个可供参考的例案，总结提炼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

20条裁判规则，通过个案向读者展示裁判思路，对实践中

诸如商业秘密认定、损失计算、鉴定结论审查等分歧较大

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行了统一，明确了侵犯商业秘密

罪的构成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