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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召开
党政工作会部署2022年新学期工作

法界动态

  本报讯 记者黄洁 2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校区召开

2022年党政工作部署会，对2022年党政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全年

工作任务，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校领

导出席会议，两委委员、党建督导员、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党外代表人

士、全体中层干部、教代会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冯世勇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在会上指出，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国政法大

学建校70周年。学校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学校事业发展，开创学校建设发展新局面。他从五个方面对学

校行政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第二，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落实“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

规划，做好学科建设工作；第三，提高行政管理服务效能；第四，广泛

争取社会资源，热烈庆祝建校70周年；第五，聚焦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做好年度十件实事。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日，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与

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共建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授

牌仪式在两江协同创新区举行。双方共同签署了《共建人工智能+学

科群协议》《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在四方面

开展密切合作，包括成立跨学科团队，联合申报课题；推进智能司法

研究，孵化科研产品；新文科+新工科相结合，打造新专业；外引专家

人才，丰富研究生师资力量。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是研究院推动

产学研融合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后，将依托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实施专业学位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计划，构建互利共赢的产学合

作培养新机制。

  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副院长贾继伟表示，希望以此次人才培养

基地建立为契机，拓宽合作领域，不断加强双方在人才培养、学科融

合、科学研究、培训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帮助高校培育法治人才，

开展相关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和学术交流，共同推进理论创新、科技

创新，携手为重庆市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华东政法大学“初心”学生党员宣讲团
习近平法治思想巡讲启动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2月24日，“‘初心’再出发，一起向未

来”——— 华东政法大学“初心”学生党员宣讲团习近平法治思想巡

讲启动仪式在长宁校区举行。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罗培

新等受邀参加活动；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主编胡玉鸿等出席活动；相关职能部

门和学院领导，宣讲团专家顾问代表、宣讲团成员代表等共计100余

人参加活动。

  郭为禄指出，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为法治建设实践拓展新思路、

增添新内涵，不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是

华政学子应有的使命担当。“初心”学生党员宣讲团在过去一年中

扎扎实实开展党史宣讲，真正做到了“在‘实’字上下功夫，在‘活’

字上做文章，在‘特’字上见真章”，是华东政法大学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个新亮点。

山东大学法学院启动校企
“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律硕士”实践学习

  本报讯 记者姜东良 2月24日，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山东千慧知

识产权集团“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律硕士”项目首期学生入企实践学

习在济南千慧集团总部正式启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运用促进处处长高兆阳，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马怀明，山东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满洪杰、正处级辅导员齐向东等以及2020级知识

产权特色班全体法律硕士研究生，山东千慧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侠以及公司部分高管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马怀明肯定了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千慧集团的联合

培养模式，并对此次启动仪式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高兆阳强调

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希望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千慧集团

能为社会输送更多、更优秀的知识产权人才。齐向东指出，联合培养

全日制知识产权法律硕士是落实校企结合的重要举措，将助力高层

次知识产权法律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满足社会对知识产权复合型人

才的迫切需求。满洪杰介绍了山东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特色班的培

养模式，以及两年来学院在法律硕士研究生特色化培养中作出的努

力，对参加实践学习的同学提出了期望。

史海钩沉

□ 楚建锋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贺加贝为挑起一家

人的担子，在“不得志”小官吏彭跃进的忽悠、商

人武大富的挟持下，开始了“鸡鸣狗盗”的丑角演

艺。把荒淫的、偷情的、吝啬的、虚伪的、行贿的、

贪赃的、懒惰的搬上了乡村大舞台；接着，又被泡

馍馆个体户王廉举“砍翻”，开始了温水煮青蛙似

的“人在事中迷”的耍流氓、窥隐私、无底线的“娱

乐至死”；最后，在史来风的“内容为王”的“包装”

中，被形塑、包装、打造、不着调、虚假而走下“神

台”。变异的，畸形的文化价值，让贺加贝最终转

喜为悲，头破血流，前程破败。落得个跳楼自尽未

遂，而断脖子断腿的悲惨境地！在这场变革中，贺

火炬就是艺术的薪火。中途退场走进学府，学成

归来，他以清醒的文化自觉、自醒、自救感到，哥

哥贺加贝都让他不敢相认了。哥哥真正把自己当

成了喜剧巨星、巨帝，丝毫看不出一个演员对舞

台的敬畏和尊重。正如他爹生前告诫他们兄弟：

“戏演得再红火，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姓甚名

谁。可以给天王老子摆谱，但不敢给观众装大。看

着是唱戏，其实是唱道。道道把不住，迟早都是一

塌糊涂。”火炬悟出，舞台太神奇太诡异了，成就

了多少角儿，又败仗了多少角儿啊！他在人口稠

密的老庙街附近租下200来座位的小剧场，重新

挂起“梨园春来”的牌子。首先敬畏的就是舞台。

他觉得，一切神奇都在戏里，在那一点一滴、一朝

一夕、一远一深、一字一句里。他又想起爹说过，

丑角必须自己会收拾戏本、能自个儿导戏，还要

能给自己制作道具。当然，还要有高手点拨，都有

“戏师”。他爹的“戏师”就是南大寿。他用爹“显

灵”之计，请来了南大寿坐镇。南大寿告诉火炬，

没有人在舞台上永远是赢家、懂家。就是莎士比

亚、关汉卿、汤显祖，也不敢说掌握了喜剧的绝对

真理。喜剧是一个劲儿地在变，但是，万变不离其

宗。就是他爹的“三不为”（不为财、不犯贱、不跪

舔）、“三不演”（不演脏话、不吹捧、不藐视人）、

“三加戏”（给懂戏的、爱戏的、看不上戏的），并告

诫火炬：“唱戏发不了大财，一旦想了，喜剧就是

闹剧，最终是悲剧。”小说，既是对父亲过早去世

的巧妙布局，又是对贺加贝涉世不深、本性贪婪、

未经受住市场经济考验的无情鞭打和深刻反省，

更是对贺火炬文化坚守的热情讴歌。在经济改革

的大潮中，文化变革开风气之先河，最为深刻，最

为绵长，最为艰难。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改革需

要勇气，更需要先行者、破冰者、牺牲者。这些都

是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改革之景象，更是改革

大时代下人性拷问的风火轮、试金石。贺氏兄弟

的一正一反，正是这场变革中文化人的心路历

程，文化自醒、文化自觉、文化自救，是文化变化

的精神气象。

  再次，艺术表现“化人者必先化己”。俗话说，

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小说中，作者借用

“戏师”南大寿的口告诫火炬说：“演一辈子丑，也

是一辈子修行的过程。修行不好，你就演成真丑

了。”这也是小说在“立文之道，惟字与义”中告诫

文化工作者止于至善的终极命题。在这一命题表

达中，作者用几个层面人物的历史命运去揭示事

物的本质，社会的运动规律。如坚守“以文化人，必

先化己”的南大寿，两次被贺加贝高薪聘请都不为

利益诱惑所动，又两次被贺加贝踢出“园子”，始终

坚持自己的艺术人生、唯美信条。宁愿在家养猫、

在晚报开专栏，出版闲情逸致的《我的猫》《西京小

吃》，也绝不从俗入流、降格混世，始终保持着喜剧

高贵的艺术品质、旷达人生。反之，靠“拉链门”“嫂

子门”“儿媳门”等胡编乱造，毒化社会风气的王廉

举，在低俗闹剧中“昙花一现”，把自己“乐翻”了，

逼疯了。戏里戏外，人鬼不分。落得个败落街头、遭

世人唾弃的可耻下场。一心想把喜剧产业化、集约

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文化“探路者”史来风，忘记

了“艺术化人”的根本，让喜剧成了生存的砝码，成

为远离人类道德的浮士德，成了东西方的“芝麻开

门”“潘多拉魔盒”，甚至最后连一条叫张驴儿的狗

都拉上舞台，搞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浪狗即兴挑

战”。最终，也因“身不正”而惨败回营——— 回学校

当老师去了。“不得志”的小官吏彭跃进最终良心

发现，由过去贺加贝“梨园春来”的“瞎编剧”成为

专门揭露低俗、褒扬正义、正风肃气的网络写手、

时评者——— 他对贺加贝的无良“丑剧”、王廉举的

低俗“闹剧”、史来风的恶俗“毒剧”，每每一针见

血、一剑封喉，及时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对贺

加贝停业禁演、王廉举被众人唾弃、史来风走头无

路而弃营拔寨，起到了以正视听、固本培元的积极

作用。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这部起笔于10年前的作

品，作者五易其稿，也可见其“化人”的执着。

  掩卷沉思，作品也有一些尚可完善之处。如，

贺火炬的故事发展还显单薄，赋予传承的精神向

度铺垫不够；贺加贝追求万大莲的痴情为人物发

展的一条隐线、复线，刻画得细碎而缺乏喜剧冲

突，尤其是结局与廖俊卿的复婚缺乏情理之中的

悬念。又如，火烧天是“戏魂”，全书86章，到第8章

就去世了。而且真正描写火烧天的故事不足3章，

笔墨不够。把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吃螃蟹”的开

拓者描写得不够多。

  总之，这是一部为文化变革留史的皇皇巨著，

可圈可点，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中）》详见于《法治日

报》2022年2月16日9版）

文化纵横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下）
读陈彦长篇小说《喜剧》

□ 胡艺

  提起褚遂良，你可能会想到《雁塔圣教序》、

初唐四大家，也可能会想到他是唐太宗临终托孤

的顾命大臣，还可能会想到他强烈反对废王皇

后、立武则天为后。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曾因为强

买别人的房子被弹劾，并被贬官出京，做了同州

刺史。

  永徽元年（650年），时为中书令的褚遂良以

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了67岁的中书译

语人史诃耽的房子，结果遭到了监察御史韦思谦

弹劾。史诃耽是一个在中书省当翻书译语直官的

粟特人，职事品阶为正六品上。当时褚遂良已是

正三品的中书令，而且是史诃耽所在单位中书省

的最高长官。长官强买下属房子，这本是二人之

间的私事，却被监察御史弹劾，这中间自是少不

了史诃耽的告发。案件发往大理寺审核，大理丞

张山寿认为，褚遂良强买房屋应当征铜20斤（以

铜赎罪，相当于徒一年）；大理寺少卿张叡册则认

为房屋售价是官估的，没有问题，褚遂良无罪。韦

思谦坚持认为，官市可以由官估，由政府确定牌

价，但是私人交易园宅及田地，不能用官估，张叡
册舞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当诛。这个案子告到

了高宗那儿，高宗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至关重

要，像张叡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大理寺任职呢？

于是，褚遂良被贬为同州刺史，张叡册被贬为循

州刺史。

  本以为这个案件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但是不

到两年，永徽三年（652年），褚遂良被复用，升为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思谦因为弹劾一

事遭到报复，被贬出京为清水县令。永徽六年

（655年），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

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废黜王皇后，甚至不惜以

辞官作为筹码。武则天成功登上后位，褚遂良则

是一贬再贬，先是长沙，再是桂林，最后是越南，

一代名臣最后客死他乡。

  回到案情本身，中书令褚遂良强买中书译语

人史诃耽的房子，当依贷所监临财物有剩利论

罪，计利准枉法论。《唐律疏议》卷第十一职制第

142条“贷所监临财物（问答一）”规定：“诸贷所监

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

犯，并准此）。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

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若卖买有剩利

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

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褚遂良最低笞五十，最

高处以绞刑。本案中，遂良被贬为关内道同州刺

史，属于从轻判处。大理少卿张叡册附下罔上，

以为价当官估，准估无罪，属断罪失于出，当减

褚遂良罪五等治罪。实际上，大理少卿张叡册被

贬为岭南道循州刺史，重于对褚遂良的判处，属

于从重判处。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史诃耽，生于

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区平凉，精于马牧。武德七

年（624年）他被高祖特敕任命为北门供奉进马。

说到北门您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

玄武门，您可能会恍然大悟。武德九年（626年），

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李

建成。事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随后退位为太

上皇。像史诃耽这样的小人物自是不能位列凌烟

阁二十四功臣，但他在政变后，从一个没有职事

品只有供奉名义的低级勋官，被敕授五、六品的

牧监正监，一举进入“通贵”行列，显然是因立功

而获得升迁，这也表明了史诃耽在玄武门事变中

的立场。能拥有让褚遂良强行购买的房产，说明

他的宅邸应该是精美奢华的房子，其本身应该也

“家累万金”。而且作为粟特人，史诃耽虽然做官

但仍然从事其民族擅长的商业活动，故而积累了

大量财富。但是，仅凭这些，他和顾命大臣褚遂良

相比地位差距可谓判若云泥，在居大不易的京

师，凭着语言能力，安分守己地从事翻译工作，究

竟得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扳倒褚遂良呢？要回答这

个问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

  唐高宗李治本不在太宗立太子的考虑范围

之内，因其兄李承乾与李泰相争之隙，得到长孙

无忌、褚遂良等助力，才得到太子大位。所以，他

初登大宝行使皇权时，很可能受制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身为高宗母舅兼托孤重臣，在朝中素

来具有实力、声望，高宗即位后，他更是与褚遂

良等人掌握朝中大权。自古以来，但凡托孤的大

臣，如周公、霍光，均是大权独揽，必为英主新君

所不容。因此，高宗对于长孙无忌，自是难以容

忍。高宗关注褚遂良案，借题发挥，最终将褚遂

良贬往外地，有其政治意图。褚遂良是长孙无忌

坚定的政治盟友，有他在朝中，高宗必然多受掣

肘，夺权于长孙无忌的意图难以实现。既然褚遂

良触犯律法，高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

会，征铜20斤尚不能达到高宗的目的，将褚遂良

贬往外地，使其不得位列朝中才是高宗所需。基

于此，褚遂良并未征赎铜，而是被贬为外州刺

史。然而，褚遂良毕竟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政治盟

友兼得力帮手，长孙无忌岂能坐视其遭受高宗

打压，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褚遂良只是被贬往长

安附近的同州任刺史。而且不到两年就被调回

长安，而且还擢升为吏部尚书。不过，蛰伏6年之

后，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借废立皇后之事，联合

朝中反对长孙无忌的势力，果断出手，击败长孙

无忌，执掌朝中大权。所以，褚遂良买房案看似

是一场交易显失公平的经济案件，但是其背后

却蕴含着政治权力的角力。

  （文章节选自胡艺《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

事》，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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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淼

  我国许多资料都转载过一个德国红磨坊

的故事，用以宣扬私权的神圣和司法独立等法

治精神。

  据说，1871年，威廉一世征服德意志各邦而

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皇帝。这位趾高气扬的皇帝，

一天在波茨坦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全景时，

视线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红磨坊挡住了。真是大

煞风景，威廉一世很是扫兴。但他还是打算用一

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堵心的问题。于是他

派人前去与磨坊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

磨坊（以便拆除）。

  不料，磨坊主是一位非常倔强的老头，他断

然拒绝了皇帝的要求。理由很简单：“这座磨坊

是祖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家产，不能败在我的

手里。我的任务就是维护下来，一代一代传下

去。”威廉一世几经派人登门协商，或许以高价，

或晓之以理，或动之以情，直至严厉警告。可磨

坊主软硬不吃，坚决不卖。

  如此这般，威廉一世再也忍不住了，盛怒之

下派人把磨坊给拆了……可老磨坊主并没有示

弱，就在磨坊被拆的第二天，他将一纸诉状送到

了地方法院，状告威廉一世拆房违法。

  这一世上最大的“民告官”案件，法官居然

受理了，并很快作出了判决：威廉一世败诉。法

院判决皇帝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

于拆毁磨坊所造成的损失。

  威廉一世虽身为一国之君，但接到判决书

后，竟然服从司法判决，遵照执行。一介平民的

老磨坊主倒也心安理得地在原地按原貌重建了

红磨坊，并享受着他认死理所得到的胜利快乐，

继续磨着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老磨坊主都去世了。小磨

坊主惨淡经营，难以维持生计，打算把磨坊卖给

新皇帝。鉴于以前老威廉与老磨坊主之间的那

段特殊历史，他认为皇帝肯定能够接受，于是，

他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尊敬

的陛下，我家的磨坊建在皇宫边上确实有煞风

景。当年您父皇想拆除它，由于我父亲的固执而

未能如愿。现在，磨坊我很难经营下去，想卖给

你们，既能成全您父皇的心愿，又能解决我的经

济困难……

  很快，小磨坊主就收到了威廉二世亲笔给

他写的回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

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

你要把磨坊卖掉，我以为切切不可。这件事与

我们国家关系极大，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

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之象征，应当世世代

代保留在你家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今

赠予你6000马克，解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

廉复。”

  德国波茨坦行宫边上的红磨坊，现在已成

为一个国际旅游景点，导游还不时地反复讲着

上述故事。

  有人质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确实也

对这一故事有所怀疑：即便它是真实的，也肯

定早被100多年来的讲述者演化得面目全非。我

不敢相信早在1 8 7 1 年的国外就有如此好的

皇帝！

  如果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我首先赞叹的是

那位倔强的老头，老红磨坊主，他为了捍卫家族

的私有财产，竟然敢于与国王对簿公堂，彰显了

保护私权的勇气；其次赞叹的是地方法院和法

官，他们不仅敢于受理这一最大的“民告官”案

件，而且还敢于判决皇帝违法，表明了真正的司

法独立；再次赞叹的是威廉一世，他不仅没有干

预司法而且还执行了法院的判决，做到了法治

国家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最

后还要赞叹的是威廉二世，他能够与磨坊主以

“邻居”相称，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视作平等的

公民关系！

德国红磨坊的故事
公权与私权的平等对话┩┩おおじじだ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