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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赵珊珊 供稿）

  《小康》2022年第3期封面文章《小城年味儿》中写道：在现代社会，

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岁末新春最隆重的假期。从古至今，生活方式、消费

习惯和城市面貌都在变化，不变的是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节日仪式。

  春节是中国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更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之一。《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等美食纪录片的热播，让小城里

的美食成为众多饕餮客心底最深的惦念。当春节回不去故乡时，故乡

的美食是思乡者的慰藉。

　 从纵向来看，中国历史悠久；从横向来看，地域宽广。地球上像这

样具有空间感的民族并不多，于是在最具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节日

里，饮食之丰富和独特，便成了一道绝美的风景。中国人的餐桌，承载

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文化和情感。作为年度盛会的春节的餐桌，从对

丰收的赞美，演变成了地域的饮食文化和悠悠乡情。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旅游过年也逐渐成

为时尚。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游客在选择旅游产品时，开始寻求有文

化、有底蕴、有当地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

　　旅游过年的背后，也反映出消费主体的变化。如今，“80后”“90

后”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市场消费主体，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个性

特点为旅游业消费带来了新气象。他们不仅推崇个性出游，并且对旅

游的文化体验、民俗人情的地域特色要求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促进了国内旅游业在旅游项目上不断推陈出新。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选择“旅游过年”的人会越来越多，过年的方

式也会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断发生变化。有专家预测，今后，人们

会越来越愿意选择旅游作为“年俗”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第699期封面文章《美好生活新选择》中写道：

“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你心中的美好生活？”对此，1000

个人可能会给出1000种不同的答案。人生路上，每个人都曾站在无

数个十字路口作出选择：向左还是向右，止步还是前行。每个选择，

都反映着我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将引领我们走向那个属于

自己的美好生活。

  疫情时期，不确定性成为生活的常态，唯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成为确定的主旋律。世相纷繁，在困惑和迷茫中寻找自我与外界的

平衡，或许是一种通往美好生活的实践之道。选择美好生活的道路

上，有人追求财富秘籍，有人期盼声名远扬，在水下舞者何灏浩的世

界里，她是追求活得开心的那一个。在生命科学中找到热爱，同时兼

顾科研事业与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则是青年科学家刘颖破解美好生

活密码的选择。

  所谓美好生活，并非一个样板间式的结论，而是一个值得且需

要去奔赴的进行时过程。每个人皆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沉着坚韧地

与热爱站在一起。

美好生活并非一个样板间式的结论

春节是中国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

疫情并未削弱人们的运动热情

  《新周刊》第604期封面文章《冬奥来了》中写道：从2008年的北京

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像两把

火炬，点燃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运动激情。新的运动风潮正在拉开序

幕，越来越多的时髦人士也开始认可运动范儿的时尚。除了与之相关

的服饰、装备与运动，一座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崇礼，也因冰雪运

动而变得时髦起来。

  即便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人们的运动热情也并未被削弱半分。从

冬泳大爷、健身房中的年轻人到遍布民间的滑雪爱好者俱乐部，从滑

雪、滑冰、徒步到马拉松等新兴运动中，我们看到了更爱运动的国人。

  我们看到了电影里的破冰少年——— 一个以著名短道速滑运动员

武大靖为原型，凭借对滑冰运动的热爱和想要成为“世界冠军”的梦

想支撑自己突破重重考验、迎难而上的少年的励志故事。我们看到了

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 在冰球场上驰骋的小将潘思言，身姿矫健，

破冰如飞。他穿着整齐的冰球服和护具，像极了自己最喜欢的钢铁

侠。他对“酷”的追求永不停止。

  在漫长的人类运动历史中，冲破困难、探索极限的运动精神一直

未曾止息。

论论中中国国式式法法治治现现代代化化新新道道路路（（中中））
前沿聚焦

□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

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第四，中国是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思想解

放、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下步入法治现代化

道路的。首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在彻底肃清

封建专制传统中开启的。由于近代以来特殊的

历史原因，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跳

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加

上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约有三千多年，故“旧中

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

传统很少”。所以，在推进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我

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领导人民开

展反封建斗争，扫除了影响依法治国、阻碍法治

现代化的封建主义遗风。

  其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在排除“全盘西

化”“全盘苏化”的斗争中突围的。推进中国法治

现代化，我们当然要面向世界、学习人类法治文

明的优秀成果，使中国法治现代化尽可能跨越发

展、弯道超车。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有它生成

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并不具有普适性，更不

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唯一坐标，对西方资本主义法

治理念盲目崇拜，甚至直接套用法治模式，很容

易造成水土不服、后患无穷。毛泽东、邓小平反复

提醒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

决不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模式，要反

对“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在批判“全盘西化”的

同时，我们也曾经走过一段“全盘苏化”的弯路。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大讨论，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既否定了“全

盘西化”，也告别了“全盘苏化”，回归马克思主义

国家和法的科学真理，开启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相

适应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最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在克服极“左”

思潮干扰的实践中奋进的。长期以来，在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极“左”

思潮错误危害很大，曾经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发生颠覆性倒退。

鉴于“左”的意识根深蒂固、危害极大，邓小平

力挽狂澜，向极“左”思潮开炮。经过反对极

“左”思潮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政治斗争，

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

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在大

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

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一场又一

场学术争鸣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洗礼过后，我

们克服了“左僵化”、放弃了“洋教条”，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

论的旗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法治中国，大踏步迈向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的人间正道。

  （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人类法治

文明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法治建

设的实践和成就堪称世界法治发展的典型范

例，正在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法治文明历史

进程。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地走

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用七十余

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法治现

代化历程，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

迹，标志着中华法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崛起。

  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上，我们坚持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

统一；坚持走既不同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内生

演进型道路、也不走日韩新等东亚国家外发推

进型道路，而是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

推进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坚持“先试点、后推

广”的法治改革模式，在先行先试形成集成性制

度创新、示范性改革效应后再全面铺开，确保法

治领域的改革蹄疾步稳。我们坚持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择

善而用，融通各种优质法治资源，不断推进法治

理论创新、法治体系创新、法治方法创新；我们

既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又积极参与国

际法治体系建设；我们高举人类法治文明的旗

帜，又力破“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窠臼，走出了

一条有别于“西方式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创

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

法治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

更好国家和法律制度贡献了中国理论和中国

经验。

  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的宏观样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时代特色、历史底色，它不是在原有道路

上的小修小补，而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和历

史变迁。因而，我们需要有更高的历史站位、更

宏阔的理论视角、更全面的实践认知，才能找准

它的定位、目标、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

路的宏观样态可从战略定位、发展目标、路径选

择等方面描述和展示。

  （一）战略定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总体布局中推进法治现代化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出发，把

民主法治建设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

课题之中深思熟虑，强调指出：没有民主法制，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

战略思维，强调指出：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法

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在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

用；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法治具有“国之重器”的

威力；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发挥法治的制

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证明，

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定位法治

和法治现代化，才能深刻把握法治现代化的历

史方位；只有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中同步推进法治现代化，才能顺利实

现法治现代化；只有把法治现代化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各层面现代化统

筹安排、一体推进，才能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

彰、共同实现。正是基于科学认知而得出的历史

定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式法治

现代化新道路，迈向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

治强国的新征程。

  （二）发展目标：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法治模式。中国共产

党人系统考察和深度反思古今中外各种法治模

式，特别是中国古代工具主义的严刑峻法和西

方近代以来形式主义的法治体系及其对现代中

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坚定树立了“良法善治”

的理念，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

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2018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强调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

成为良法善治。”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

设规划（2020-2025年）》进一步明确提出“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

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

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亮丽的风景线。

  （三）路径选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

的实践选择，是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一条基本经验，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

制胜法宝。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

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

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第二，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形成国家

法律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相互保障的格局，促进党的制度优势和国家制

度优势相互转化、形成合力，是中国式法治现代

化新道路的鲜明特征。在推进法治现代化实践

中，我们着重从七个方面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

依规治党，即全面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把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之中；扩大党政“共同立法”、共同印发指导

性、规范性文件；推进宪法与党章、国家法律与

党内法规统一实施；建立健全依法治国和依规

治党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

治党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大力推进党和国家

治理体制改革、探索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

设立或合署办公。

  第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律和道德是两类重要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

治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方式。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通观我国历史，礼法并重、德法合治得当的

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秩序和发展局面。在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上，我们借鉴历史经

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

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

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上）》详见

于《法治日报》2022年2月9日11版）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中）
读陈彦长篇小说《喜剧》

文化纵横

□ 楚建锋

  就这样，喜剧完全被商业化，疯狂开始了圈

地、圈钱、圈粉，圈到最后，把他们自己也圈了进

去——— 眼看起高楼，又眼见楼塌了。贺氏喜剧坊

被查封，贺氏喜剧帝国倒了，贺加贝跳楼自尽未

遂摔断了脖子和腿，彻底与喜剧拜拜了。史来风

团队崩溃了，树倒猢狲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

流去。读到此，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明白，低俗、

恶俗时代终结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戏比天大、

高台教化，是艺术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选择。大

浪淘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必然的扬弃和

选择。这也正如作者在书中借顾教授的口向贺

火炬阐述一样：“无论喜剧、悲剧，都是在它那个

时代，做着承接历史和重找、重建现实与未来价

值的工作。”正如小说描写西京秦剧团也在慢慢

恢复元气，重视传统文化了。把一时唱歌，一时

跳舞，一时演小品，一时走模特步，一时又闹腾

流行音乐会，还开饭馆、茶楼、洗浴，搞三产，啥

热闹搞啥，结果，转了一大圈又转回来了。戏，从

茶园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回到了舞台。这就是文

化变革回归正途的历史脉络。文章合为时而著，

为时代抒写、为历史留真，是这部作品的宏大主

题，文学价值。

  其次，辩证再现文化人变革中的涅槃重生。

小说的主题是文化变革。变革中，文化人是主角。

身为作家、剧作家的作者，长期沉浸在文化战线。

有了常人不易体验、感同身受的生活养分。作家

看人的独特视角，又体现出作者对周围所发生历

史入木三分的文学解构、人物叙事。

  书中通过贺氏父子三人的命运转折、人生

起伏，展现出数十年来文化人自身变革的时代

变迁、文化景象、价值积淀。读来荡气回肠，引人

入胜。故事以丑角儿子贺家贝“砸了一夜”蹲守、

盯梢名角万大莲开场，拉开了当时“要吃饭、一

窝旦”的文化变革帷幕。紧接着，以父子三人头

上寸草不生、长得奇险诡异，都在剧团唱丑角为

主线展开。叙述了其父贺少天、艺名火烧天7岁

时，讨饭偶遇戏班子开始入行学戏，9岁登台演

小丑出名后，被解放军专业剧团找去入行。经历

新旧社会两重天，唱了一辈子丑角既深谙角色

的真谛——— 高台教化、戏比天大，又深知唱戏要

看大势并预判“样板戏”时代结束后，以《逼上梁

山》为代表的一批正剧，如《于无声处》《天云山

传奇》《枫叶红了的时候》等“俱往矣”，一个丑星

时代很快要来了。看看春节晚会，谁丑谁吃香、

谁沾光，并嘱咐两个儿子道：“现在到了一个喜

剧时代。人们需要轻松、喜兴、刺激，以往的演出

可以告一段落。但功夫不能丢。严谨，艺术的生

命线不能忘。”这既是老艺术人对艺术真谛的感

悟，又是老艺术人敏锐观察到文化改革春潮的

涌动，敢于“破冰”“吃螃蟹”的先知先觉。于是，

火烧天带着贺加贝、贺火炬对老折子戏《教学》

《看病》《看女》《拾黄金》《杨三小》《打城隍》等进

行“老瓶装新酒”，勇于迈出了把传统与时尚“串

烧”的改革第一步。

  就这样，这项改革成功了。几乎一夜间，父子

三人由三秦大地红火到西北大地，甚至更广袤地

区。父子三人走穴串场应接不暇，啥物资交流会、

房地产大开盘、银行大储蓄、彩票总动员等，改上

几句台词，一上场，便轰动一方。演出结束后，车

的后备箱塞满了人们送来的土特产。一时，好多

单位把父子三人抢来抢去。有时，一天三场演出，

还能得罪一两家单位。造化弄人，正红火时，火烧

天查出了口腔癌。同时，火烧天在“闯中”也预感

到大事不妙——— 丑行红红火火，靠的是脸面和耍

嘴皮子，但这些玩意，终究是靠不住的。唱戏得

有硬通货，要有真本事、有底线。而且，戏里的坏

事生活中要规避。火烧天尤其对电视台编剧、导

演的“包装”“偷梁换柱”“不伦不类”不满。道理

悟出了，没来得及过往矫正，火烧天就在这种

“上了贼船”中“一派严正”地走了。父亲走了，改

革的大幕刚刚拉开，怎么办？这对20岁刚出头的

兄弟俩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拷问。就

这样，兄弟俩在接下来的变革中，走向了截然不

同的艺术人生、文化命运。

  长兄如父，20岁出头的贺加贝突然长大了，

感到一家子的担子实实在在压在了自己肩上。父

子三人的喜剧，变成了兄弟俩的喜剧。在离终南

山不远的一个石榴坡、烂泥塘改造的农家山庄搭

建的简易舞台上，每周都要演出三五场。爹在，兄

弟俩天天跟着出门挣钱就是了。节目一概不用操

心，每个场子的“定场词”，爹在去剧场路上把词

儿就“焖”好了。边走边改，十分精彩。可这本事，

兄弟俩都没学到。这也让贺加贝常常想起爹的能

耐和不易。怎么办，去请爹的“戏师”南大寿。南大

寿与爹是出了名的好，贺氏父子演出的保留剧目

《三个和尚》《墙头》《杀贼》等，都是南大寿编剧后

名满天下的。南大寿在石榴度假村住了好几个

月，改了七八十稿的好几个戏本，都被度假村老

板武大富“毙掉”了。武大富说，一句话，看着好

笑，但没有荤腥、酥脆、时髦的玩意儿。最终，“戏

师”被狗屁不通的武大富给“踏了”。爹走了，“戏

魂”没了，“主心骨”没了。贺氏兄弟开始了文化人

“下海”，转型，探索。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上）》详见于《法治

日报》2022年2月9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