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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以法治保障种业高质量发展

  《种子法律实务一本通：145个实务问答与38个植物新品种典

型案例精解》以种子法的第四次修改为背景，立足行业实际，对

实务中的普遍性、多发性问题进行解答，同时筛选了38个典型案

例，对实践中的司法适用问题及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深入

分析。

  本书分为两篇，共11章。第一篇“种子法实务问答”共7章，分别

从种子及其管理，植物新品种权及其保护，品种选育、审定与登记，

种子生产经营，法律责任等维度，就种子选育、繁殖、生产、经营、权

利保护及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了解读，同时增加了备受关注的转

基因品种及其管理、农民种子维权常识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篇“典

型案例精解”共4章，对行政处罚类、行政复审类、民事诉讼类、刑事

犯罪类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解读，对实践中的同类案件的处理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揭示县域治理的深层逻辑和机理

  《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书深描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

对县域治理问题作了抽丝剥茧、入木三分的剖析，是一本展现县乡

政治生态的写实白描书。作者近年来将研究重点从农村转向县乡，

对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政策、权力、财政、人事、事务等进行了

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该书就是作者近年调研和思考的心血之作，是

一部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作品。

  书中真实再现、集中探讨了县乡政治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新经验，涉及中央与地方、顶层与一线、领导与干部、政治

与治理、属事与属地、跨级与上级、监督与自主等基层治理的基本

主题。讲述了大量人们耳熟能详又耐人寻味的真实案例，揭示了

县乡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和机理，抓住事物本质而又生动形象，

尝试学理分析而又深入浅出。是“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

的文风”的范本。

用法律的方式撬开种族平等之路

  《林中之恶》讲述的是一个人拯救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

反抗一种不公的故事。瑟古德·马歇尔，美国传奇黑人大法官、为马

丁·路德·金开辟道路的民权先驱。他是混血奴隶的后代，也是新美

国的开创者。他以热情、法律和良知，推动了美国最重要的社会转

型之一，重新定义了正义一词的含义。

  1949年，佛罗里达州格罗夫兰，四名黑人男孩被诬告强奸白人

妇女，等待他们的是刑讯逼供、私刑和电椅。彼时还是一名律师的

瑟古德·马歇尔毅然投身此案，如他前后数十年里所做的那样，从

纽约启程奔向血腥的南方，冒着死亡威胁，站在法庭上为没钱没势

的黑人辩护，与凶狠的检察官、警察以及三K党对峙，扭转局面，拯

救生命。正是格罗夫兰男孩案使马歇尔真正成为一名民权斗士。以

此为起点，他用法律的方式撬开种族平等之路上的巨石，改变受欺

压者的命运，重塑南方的未来、美国的未来。

体现新一代法律人的责任感使命感

  《正义感》的内容延续了作者以往的写作风格，贴近实际，引

人深思。这些文章在司法工作者中有深远的影响力，其传达的理

念不仅得到了一线司法工作者的认同，而且还在整个司法系统

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

生”同名文章，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文推广到全国的检察系统研

读学习。

  本书作者的系列文章所传达的理念，体现了新一代法律人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本书集精华文章之大成，将前述作品

的核心理念精心摘编，是一线司法实务人员案头的点睛之作。作者

力图传达这样一种信念，即司法的观念，是那些深植于司法官内心

的东西。就是那些本性难移中的“本性”，习惯性思维中的“习惯”，

是从骨子里影响司法行为的东西，是司法者的价值观。

□ 余定宇

  自童年时代开始，“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深深

地印在每一代中国人的脑海之中。据《史记·五帝

本纪》的记录：“舜，冀州之人也。”又据《尚书·禹

贡》的记载，古冀州的所在，包括了今日的山西、

河北和河南的北部，而“历山”则属冀州之河东县

（黄河以东）。舜正式登上帝位，建都虞城（即今日

洪洞县历山地区）。其后不久，经“四岳五渎”的推

荐：大禹被任命为“大司空”（掌管治水工程）、皋

陶被任命为“士师”（掌管司法、监狱），弃被任命

为“后稷”（掌管农业），契被任命为“司徒”（掌管

教育），其余几位贤人亦分司各职，并定出制度规

则：“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于是，“天下明德皆

自虞帝始”，中国的政治史和中国的法律文化史，

才渐渐掀开了新的一页。

  传说中，当舜登上帝位之后，他便马上召集

“四岳五渎”和二十二位贤人，并发表讲话，阐明

自己“依法治国”的方针。这些讲话都被记录在

《尚书·舜典》之中，处处体现着他的“恤刑”思想。

其中，他对皋陶的讲话是这样的：“皋陶，蛮夷猾

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这段话的大意是：

“无论是华人还是蛮夷，都总会有一些奸猾作恶

之徒，作奸犯科。今委派您作‘士’专掌司法，您必

须要用法律去约束他们。‘五刑’是不可缺少的，

但要区别情况来执行。大罪就斩于原野，中罪就

鞭于街市，而小罪就仆于官衙的室内，这就是‘五

服三就’的意思。而对那些可杀可不杀的恶人，则

应处以‘流刑’：大罪流四极，中罪流九州之外，轻

罪也要流到中原之外，这就是‘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的意思。总之，一定要给流放者安置住所，而

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罪过。”

  在《尚书·舜典》中还有一段更精彩的话，这

段话，是舜还在摄政时便对皋陶说的，更能表达

出他的“恤刑”思想。他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

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中国古代的刑罚是由蚩尤首创（而不是黄

帝或皋陶），即“黥、劓、刖、椓、杀”五刑，后又被

改为“墨、劓、刖、宫、辟”五刑。这五种“肉刑”，都

是一些以杀人、伤害人的肢体为目的的酷刑，例

如割鼻子、割耳朵、斩脚趾、断腿骨、剜膝盖骨、

阉割生殖器，直至把人头斩下来。而到了舜摄政

时期，他奋起改革，革去了这些血淋淋的、惨无

人道的“五虐刑”，重新设立了刑罚的人道主义

规则。

  “象以典刑”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画图

像”来显示各种刑罚的场景，并以图像作为各种

刑 罚 的“ 规

范”，使对犯人的

处罚不超出“常法”

的范围。另一种解释则

见于《晋书·刑法志》，“象

以典刑”已被理解为一种“画

衣冠而异章服”的“耻辱刑”，即

“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

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屡。大辟之

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

于市，与众弃之”。无论何种解释，都可见舜

对刑罚之规范化、人道化的高度要求以及对犯

人生命安全的极度关注。

  “鞭刑、扑刑”明显是较轻微的体罚，“流刑”

前文已讲述过，而“金作赎刑”则是一个十分大胆

的、至今仍令中国法学界争论不休的法学问题。

一切灾祸和小过失都可获赦免，只有怙恶不悛和

不肯悔改的犯人，才一定要让他们遭到刑罚。而

最后一句话，“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更是十分

瞩目———“恤”字的原意是忧虑、体恤，唐朝的孔

颖达在注释《尚书·舜典》时说：“忧念此刑，恐有

滥施，欲使得中也。”由此可见，舜在改革“蚩尤五

刑”时，对司法改革所应具有的公平、公正和爱

民、保民之意，早已溢于言表。

  再一次经过洪洞大槐树，当我看着那些熙熙

攘攘、从五湖四海赶回来寻根祭祖的乡亲时，心

里 却

忽 然 想

道：他们之中，

不知会有几位是学

法律的？而这些法律学

人中，不知又有几人知道，离

这株老槐树不过十多公里的历山

地区，便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法律文化

史上那些最古老的“根”呢？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

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大槐树下：《舜典》里的“恤刑”思想

史海钩沉

□ 郝铁川

  《窦娥冤》（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

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讲述了一位书

生窦天章为还蔡婆婆借他的高利贷银子，不得

已将7岁的女儿端云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改叫

窦娥。17岁的时候，蔡婆婆给儿子办了婚事。不

料两年后，窦娥的丈夫生病死了。蔡婆婆去向赛

卢医讨债，却险些被其害死，幸得张驴儿父子相

救。张驴儿提出要蔡婆婆嫁给其父，同时将窦娥

许配给他。蔡婆婆和窦娥始终未同意。张驴儿就

将毒药下在羊肚汤中要毒死蔡婆婆，结果却误

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但张驴儿反咬一口，诬告窦

娥毒死了其父，楚州太守桃杌对窦娥刑讯逼供，

还威逼窦娥若不招供，就要对其婆婆动刑，窦娥

为了使婆婆免受其苦，就承认自己毒死了公公，

结果被处斩刑。窦娥临刑前发下“血染白绫、天

降大雪、大旱三年”的誓愿，结果感天动地，一一

实现。窦天章最后科场中第荣任高官，回到楚州

睡觉时窦娥托梦于他，诉说自己的冤情。最终窦

天章为窦娥平反昭雪。

  历朝历代都有冤案，窦娥之冤的最大特点，

在于窦娥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烈女，却被封

建礼教的法律机器所轧死。窦娥一生都恪守“未

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三从四德”原则。窦天章

从小就教育女儿：“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

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

睦街坊。”虽然只养了女儿7年，但是窦天章“三

从四德”的教育却深深扎根在端云的心里。丈夫

因病早死，她只怪自己命不好，“前世里烧香不

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虽然这时她才20岁，但

决心余生只做孝顺婆婆、为丈夫守节两件事。所

以婆婆生病了，想吃羊肚汤，窦娥立刻去做，并

且诚心祈祷“但愿娘亲早痊济”。其后窦娥被张

驴儿诬陷在汤里下药，遭遇官司，经受了“千般

打拷，万种凌逼”“肉都飞，血淋漓”，但她依然坚

称清白。可当太守要打婆婆时，尽管她婆婆从来

没有在公堂上为她喊过一句冤，她还是挺身阻

挡，心甘情愿地认了死罪。在她看来，如果婆婆

受不了大刑死了，自己却活着，这是最大的不

孝。临刑前，窦娥怕婆婆看见自己赴法场会伤

心，还特意嘱咐刽子手从后街走，不要从前街

走。婆婆来送行，她还一个劲儿地安慰婆婆别因

为伤心过度而伤了身子。即使在死后，窦娥还担

心婆婆无人照顾。在平反昭雪后，她在冥冥中还

将婆婆托付给父亲：“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

养，你可收恤家中，替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

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窦娥守孝做得好，守节做得更好。当婆婆想

以身相许张驴儿老爹，同时还让窦娥也嫁给张

驴儿时，窦娥苦苦劝阻婆婆，先从家庭条件说

起：一女不事二夫，公公虽然死得早，可他给你

留下了家产，让你后半生不缺衣少吃，你现在这

么做对得起他吗？对于不嫁张驴儿，窦娥从贞节

观反复强调这事死也做不得：“好马不鞴双鞍，

烈女不更二夫。”可以说，她不惜以死来捍卫

礼教。

  对于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窦娥质疑过她

原来相信过的王法、鬼神和天理，但质疑归质

疑，最后她还是寄希望于天地鬼神来为自己平

反昭雪：让血染白绫而不沾地、六月天降大雪、

楚州大旱三年。窦娥激愤地说：若没这些灾异征

兆降临于世，警示人们，湛湛青天是不会到

来的。

  窦娥如此忠诚于礼教，为何还被礼教最终

吃掉呢？冤案是怎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楚州太

守桃杌贪赃枉法：第一，桃杌直言不讳地说“我

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第二，刑讯逼

供。先是喝令对窦娥“选大棍子打着”，窦娥绝不

屈服，桃杌就下令拷打窦娥的婆婆，窦娥出于孝

道只好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

罢，是我药死公公来。”第三，桃杌没有依照法律

规定，将窦娥案呈报上级职权部门复核。《元史·

刑法志》记载：“及中原略定，州县长吏。生杀任

性，甚至没人妻女。耶律楚材奏请：‘囚当大劈必

待报。违者论死。’从之。”但桃杌审结此案的第

二天就将窦娥绑赴刑场处以死刑。这是严重违

反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如果他能按照法律程

序，逐级上报复核，此时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正在

朝廷担任刑案审查方面的要职，或许能被发现

纠正。

  窦娥冤案除了楚州太守桃杌贪赃枉法、刑

讯逼供、违反程序等原因之外，窦娥本人亦有一

定责任，这一点历来的研究者尚未言及。即：当

桃杌看到窦娥屈打不成，决定要对蔡婆婆用刑

时，窦娥为了不使婆婆受刑，就主动承认自己是

凶手。这在法律上是作伪证，我们可以说，她是

善意地作伪证。善意就表现在她主观上是不想

让年迈的婆婆去受刑。

  所以，窦娥冤的悲剧价值就在于：她竭力维

护、践行的孝道，恰巧是导致她冤死的原因；她

作伪证是她冤死的原因之一；同时她作伪证的

动机又是要践行礼教法律。清朝思想家戴震说

过：“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

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东原集·与某

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

之”（《孟子字义疏证·理》）。窦娥一死于贪官污

吏，二死于自己作伪证，三死于封建礼教。呜呼

悲哉，窦娥之冤！

贪赃枉法 善意伪证 “以理杀人”与窦娥冤

法学随笔

□ 叶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你们即将走出校门，一个人在未来一生中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不期而至的困境、灾难，生活

中处处都会有不如意，但绝不会总是山穷水尽、

时时需要委曲求全。如果始终能选择正向的思

考，把进退维谷转化为随遇而安，那就能够拥抱

美好的生活。因此在临别之际，我想与大家分享

几点我自己关于选择的体会：

  一是要选择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非

杯弓蛇影、惊弓之鸟、惊慌失措、浑浑噩噩。建党

百年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领

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中国共产党并

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一样选择摆烂，而

是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切实可行、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动态清零”总方针，这既体

现出党的价值追求和宗旨依归，也是对“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最好的践行。

  这次疫情期间，大量干部和师生党员冲在

防疫防控、志愿服务一线，实行网格化管理之

初，人力、物力、运力紧张，近百名辅导员进驻学

生宿舍楼，几百位平时教书握笔的教授和机关

干部只用一天时间就经过三轮车驾驶“速成”培

训，组成各种特战队、特投队，顶风冒雨为大家

配餐、送餐。

  现在3个月过去了，仍有不少党员干部和辅

导员老师在校园里为留校同学辛勤工作着，至

今没有回过家、见过老人和孩子，是什么力量在

支撑着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选择舍家撇业、

甘于奉献呢？我想就是共产党员的义利观、纪

律观。

  未来的国际形势更加风云诡谲，法治中国建

设也可能会遭遇新的局部困难，希望大家能够

始终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学习王阳明先生“夜

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的静气和定

力，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越是往前走、向

上攀，越是要善于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

信心、增添力量”，心中有梦，又何惧艰难！

  二是要选择温暖正义的人生态度，而非悲

悲戚戚、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轻漠生命。哪有十

全十美、不遗憾、不痛苦的人生啊！我们得学会

取舍，要笑着活下去，人生只活一次，真的要活

得有意义才好。

  有人说疫情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的性

情，这3个月来，我看见了华政学子面对选择时展

现出的“人性之光”。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这世界

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大疫之下，遍

地都是能处的华政人，可以说，每一个温暖的瞬

间都包含在华政人长期的坚守中，每一次冲锋都

有华政人激昂的号角，每一场抗疫的阶段胜利都

离不开华政人对温暖正义的选择与执着！

  难怪最近有华政同学自豪地说“热度是一

时的，但留下的温度却是持久的，你看，爱和希

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3个月来大家吃同一灶

饭，睡同一席地，“华政人”身份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的羁绊更加深了。

  希望大家带着这份羁绊，带着母校七十年的

积淀，继续选择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断攻

坚的过程中演奏生命铿锵主旋律，在攻克难关后

唱响人生的新乐章，让清澈的爱，只为华政。

  三是要选择雪中送炭的淳朴、务实，而非锦

上添花、哗众取宠、空喊口号、降维套利。快餐经

济、流量经济、网络营销使得一些青年人时而盲

目跟风、莫衷一是，时而恃才傲物、眼高手低，不

少大学生受到疫情影响短时间内无法找到令自

己满意的工作，也容易变得心态失衡、焦虑

不安。

  我建议大家还是应当返璞归真，选择用扎

根基层的心态、脚踏实地的步伐、担当道义的肩

膀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奋发有为不是喊出

来的，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华政的“帐篷精神”不是搭几顶帐篷、拍两

张照片就总结出来的，是华政老一辈革命家、教

育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帐篷里历经整整四

个寒暑凝练出来的。

  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提出希望：“用脚步

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

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

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

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希望大家能够平视社会、正视自我，树立正

确的职业观、择业观，深入一线、扎根基层，在复

工复产的浪潮中寻找工作机遇，在实现民族复

兴、建设法治中国的泱泱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

放弃摆烂，选择奋战，长路未央，行者无疆，不要

让温暖、正义、友爱的灵魂消失在追求胜利之光

的路上！

  虽然我们尚未完全走出疫情的阴霾，但是

长夜将尽、东方既白，你们已经用笃行致知的精

神、明德崇法的信念，点燃了抗击疫情的整片星

空。我相信，取得全胜的曙光一定就在前方，丰

富多彩的人生体验正等待你们去选择！

  （文章为作者在华东政法大学2022届学生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珍视你的选择权

毕业典礼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