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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信访工作条例辅导读本》为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国家信访局组织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信访工作条例》的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工作所编写。

  《信访工作条例辅导读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信访工作实际，紧扣《信访工作条

例》的规定。该书分为绪论、总则、信访工作体制、信访事项的提

出和受理、信访事项的办理、监督和追责6个部分，全面介绍了条

例制定的重要意义、总体考虑和主要原则，聚焦讲清楚规定“是

什么”、“为什么”这么规定、“怎样”落实规定，对具体条款的含义

进行了深入阐释，对条例贯彻实施中的问题给予了回应，为学好

用好条例提供指引。

于案例研究中体味程序正义

  《无罪辩护：突出重围》收录了2020年度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认定无罪的案件，其中既包括有罪判决生效11天后即被纠错的乡

镇干部滥用职权罪，也包括19年后沉冤昭雪的八旬老母为儿申诉

案，还包括蒙冤27年终获平反的故意杀人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

一审刑事案件111.6件，判处罪犯152.7万人。依法宣告656名公诉

案件被告人和384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这组数据更加说明

了无罪判决的不易。本书记录的内容，除了案件本身，还有具体

的辩护策略和辩护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因辩护律师而异、因

案件具体情况而异，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研

究，来总结出一条路径或者方法，以此反推出那些藏在案例中

的经验、技术，并从中体味程序正义本来的意义。这些案例里的

人，他们经历的时光与我们同步；这些案例彰显的精神，与时代

同步。

民国四川基层诉讼之研究

  《后民法典时代的司法实践：民国四川基层诉讼中的法律与

习惯（1935-1949）》在民国民法制度沿革考据基础之上，以四川基

层诉讼档案为研究材料，以新繁县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其他县

域史料，描述在民法典颁行后，地方法律实践中所反映出的民法

实践面貌。本书不仅仅关注传统民事制度在民国民法这样一个高

度体系化的成文法典之中是如何进行规范的，更关注这种中西交

融的民法规范在地方基层社会是如何进行实践的。

  本书以四川新繁、荣县、南溪等地的民国司法档案为论据，选

取了典、佃、婚约、离婚、继承、坟产等几类典型案例，从民事制度

的法典化变迁、基层法官的司法适用、社会民众的法律认知等角

度，分析了传统中国民事制度法典化过程中的多样化趋势和转型

中国基层民事司法演进中的实用性特征。

英国普通法简史知识溯源

  《普通法简史》讲述了一个设计之初用以限制血亲复仇、解决

土地争端，并为早期定居的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划定基

本规则的制度，如何一步步发展为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法律体

系的故事。

  英国普通法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法律制度之一，

对当今世界影响极深。了解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历程，之于法学专

业学生以及任何对现代法治文明感兴趣的读者，均颇具助益。本

书正是关于英国普通法历史演变过程的精彩梳理。本书以英国普

通法为对象，对这一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予以全面回顾。英国普

通法被认为是英国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人类现代文明中极为重

要的若干理念，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均来自普通法。作者选

取这一宏大主题，不辱使命，为读者奉献了一次趣味十足又不乏

洞见的知识溯源。

□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院长）

  作为法学院院长，我从内心真诚地祝福

你们，你们真的毕业了！此时此刻，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法学院2022年毕业典礼上，我谨代表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全体老师庄严而自

豪地宣布你们毕业了，真的毕业了。

  作为法学院院长和法学院的一名教师，

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虽然我曾经参加过很多

欢送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可在我的记忆中，我

从小学毕业到博士毕业，似乎从未参加过为

自己庆祝毕业的典礼，好像我就是一个永远

也无法从学校毕业的学不出头的“老童生”。

记得1971年农历正月十五那天，我的表兄到

我家拜年，给我炫耀了他在学校制作的肥皂

手表，那个羡慕啊。不用说，第二天我就跟着

表兄去生产大队办的小学报了到，成为一名

光荣的一年级学生。不过高兴劲儿也没过几

天。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吃午饭，中午稍微躺下

睡一会儿，迷迷糊糊地感觉自己被表兄欺骗

了，上学真的没意思，再也不能吃了饭随便玩

耍了，心想这辈子完了，每天就离不开背书做

作业了，因为一念之差而堕入漫漫人生求学

之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时的感觉，按照

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还没有踏上人生旅程，

就想躺平了。

  这是一个关于我的真实的故事。别人记

得的都是令人难忘的毕业时刻，在我的潜意

识深处留下的只是上学的烦恼。后来小学毕

业了，怎么毕的业反正是忘了，倒是记得又

到防震棚里上初中了。初中辛苦两年怎么毕

的业也忘了 ，只记得又在重点中学上了高

中，高中毕业没有，我现在也没弄清楚。因为

我们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高二考上大学就

毕业，考不上就继续读。反正我上了四年高

中，到底毕业没有也是一本糊涂账，因为大

家只关心自己被录取没有。考上大学的欢天

喜地，可能是应母校之邀出席了令人激动的

毕业典礼，考不上大学的就只能在家里干农

活了。毕业都是别人的事，留给自己的，就是

等着上学。好不容易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到了京城，原来的那些同窗们都陆陆

续续远走他乡上大学了，剩下几个顽固分子

继续上补习班。听说最能战斗的好像念了10

来年高中，这样的同学怎么毕业的，只有天

知道。

  进了大学，好不容易熬了四年，准备参

加毕业典礼，可当年的班干部人缘不佳，压

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搞个同学之间的什么告别

式的毕业仪式，只是平时几个要好的同学相

互之间帮着拿行李，算不上十八里相送，差

不多800米相送。博士毕业也是如此，因为念

的是在职，所以博士班里有几个同学也搞不

清楚，等到30年后同学聚会相互寒暄时才发

现，原来还是30年前的同窗。当然，好多人都

升了官，发了财。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同学

就不敢贸然相认了。总之，一句话，我这辈子

就没有觉得自己从学校真正毕业过，没有任

何毕业的仪式感残留在记忆深处。您说，该

谁谁不要揶揄两句开开心。所以，真的羡慕

你们，你们真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

院毕业了。在此，我以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庄

严和正式地宣布，你们真的毕业了。欢呼吧！

如果你感到高兴，请你拍拍手；如果你激动

不 已 ，就 准 备 和 其 他 同 学 一 起 高 唱《毕 业

歌》吧。

  说完了毕业的事，就是有点不舍上学的

事。在你们离开校园之后，请有空常回来看

看。找点回忆，拉点家常。这里有你熟悉的老

师，还有那些没有毕业、等着毕业、害怕毕业

的同学。毕业是人生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你又

要匆匆忙忙地奔向人生又一段旅程。不管你

在毕业前受过了多少委屈，请记住，你的下一

次毕业典礼将会更加精彩。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

院2022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你们真的毕业了

□ 余定宇

  洛阳城里，除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周公

庙等名胜古迹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你若未去

过，一定会感到极大的遗憾，那地方便是蜚声中

外的“天子驾六博物馆”。

  《周礼》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

事无大小、等级森严地规定了许多不同的待遇

和处理方法，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可怕地步。

但 偏 偏 有 个 问 题 ，《周 礼》的 规 定 却 语 焉 不

详———《周礼》中的“校人”“圉人”“轮人”“舆

人”等篇，对如何养马、如何造马车等事都不厌

其烦地讲得头头是道，但却对“天子该用几匹

马”“诸侯又该用几匹马”来驾车这个事关“乘

舆制度”的大问题只字不提。在中国古代，这恐

怕也算是一件“法网不严、百密一疏”的少有个

案吧。于是，东汉时期那些颇为活跃的儒家经

学大师们，便为周天子该“驾六马”还是“驾四

马”的无聊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经学

大论战”。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

字》的编纂者许慎，当时的官职虽很低，但他博

通五经，尤精“古文经学”，作《五经异义》并提出

了“天子驾六”的见解。但后来享誉千年的汉朝

郑玄，却写了一部洋洋百万字的《驳五经异

义》，以此一条一条地攻击许慎。郑玄在此书中

曾武断地说：“天子驾六，非常法也。”然后，他

又引经据典地说：“乘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

并由此认为：古制定“天子驾四马”，而且“诸侯

亦四马”。

  直至2002年，那场“经学大论战”已过去了

1800年时“天子驾六”的车马坑才终于在洛阳出

土。而全体中国读书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

真相竟然不在“权威”那边，而在默默耕耘播种

的许慎这边。传说中，周穆王是一位大旅行家

和大探险家。据说他曾乘坐一辆有八匹骏马的

马车，不远万里地远赴昆仑山，会见了“西天王

母”那位神女，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

古传颂的佳话。唐朝的李商隐还特地为此写过

一首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如果传说

是真的，那天子又何止“驾六”？为了旅行或探

险的需要，周穆王不是也曾“天子驾八”吗？郑

玄“刻舟求剑”式地坚持“天子驾四”，这真是太

小 看 古 人“ 因 时 而 变 ，因 事 而 变”的 创 新 能

力了。

  提到“创新能力”这个名词，周穆王亦有一

项不亚于周公“制礼”的创举呢。那就是：他曾因

应当时镐京、洛阳两都工商业繁荣，新的社会阶

层（即商人）产生的现实需要，而命其司寇吕侯

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吕刑》。

  《吕刑》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什么呢？那

就是它的“赎刑”思想。《吕刑》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继承了《舜典》中的“恤刑”思想，而对“疑

罪从赎”之事，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据《尚

书·吕刑》记载：“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

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

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

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

罪。”意思就是说：对墨（面上刺字）、劓（割鼻

子）、剕（斩脚趾或剜膝盖骨）、宫（阉割生殖

器）、大辟（斩头）这五种肉刑，若证据有疑点，

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 ，就采取“罚金百锾

（锾是货币单位）、二百锾、四百锾、六百锾、一

千锾”不等的“赎刑”。而“阅实其罪”的意思，

就是再复检、复阅一次案情而决定执行“罚金

之刑”的意思。

  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它既是对

《舜典》里“金作赎刑”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也

是对蚩尤五种肉刑的又一次革命。《吕刑》里

最后的两句话特别精彩：“刑罚世轻世重，惟

齐非齐”“非侫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

看来，从黄帝到尧舜，再到周公、周穆王；从

“象刑”“恤刑”，再到“赎刑”，“罔非在中”这

四个字，都是我们中国先哲们所一贯思考的

重点。

  可惜，制定这部《吕刑》的时代，还是一个

“秘密法”的时代，法律只是掌握在官府的手

里，并不公之于众，这就使《吕刑》的进步意义

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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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天子驾六”和《吕刑》的解读

史海钩沉

□  许身健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院长）

  2022年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七十周年，

在法大七十华诞的日子里，大家打包好自己的

专属“法大记忆”，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过

去三年，你们从五湖四海齐聚法大，从传统课

堂授课模式到逐渐习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学习模式，你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抗击疫情

的过程中我看到你们不断磨炼意志，不断提高

专业本领与思考能力、选择能力，我相信这将

成为你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多年后当你们回

忆起在法大的青葱岁月，这段与疫情抗争的经

历将与求知求学的辛苦一起，沉淀为一份独特

的记忆。

  中国政法大学有许多优秀校友，这是我们

法大人脉。你们毕业之后，会发现处处都是我

们优秀的法大人，这是你们最宝贵的人脉资

源。当然，这三年里最重要的不是收获一张毕

业证、积攒了人脉，而是你们在中国政法大学

耳濡目染，形成了独特的法大气质。你们在这

里收获了知识，培养了法律技能，塑造了价值

观，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法大人，“我在之处就

是法大”，具有法大人独特的气质。这才是一辈

子的最宝贵财富。

  在当下这个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

性、模糊性的“乌卡时代”，我懂得你们的焦

虑、困惑、迷茫与踌躇。在你们毕业之后，我希

望你们能够一帆风顺，但各种困难是无法避

免的。怎么去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呢？前些日

子住校防疫巡查宿舍，在一位同学的床头看

到十六个字的条幅 ，我想把这四句话送给

你们：

  第一，物来顺应。红楼梦中有云：“花开

花落花满天，情来情去情随缘。”一切顺其自

然，万事平心而定。生活中难免会为烦心事

所困扰，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平心静气，坦然

面对，冷静分析，作出决断。苏轼自元丰三年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晚年又被贬惠州、儋

州。但苏轼一直秉承着“天地自然”的法则，

不仅可以左牵黄，右擎苍，还醉心烹饪，满足

口腹之欲。所以，逆境与困难并不可怕，重要

的是你对待它的心态。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

之泰然，真正的桃花源不在别处，而在你自己

的心中。

  第二，未来不迎。俗话说：“未来事，未来

心，何须劳心。”活在当下，关注当下，不过分

忧虑发生于未来的虚无缥缈，不过分劳心尚

未结果的杯弓蛇影。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

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和

州知县对刘禹锡百般刁难，最后将刘禹锡安

置于一间很偏僻的小屋。在这里，刘禹锡没

有杞人忧天而是悠然自得 ，写下了著名的

《陋室铭》，还请人刻于石碑，立在门前。所

以，享受当下，行动于当下，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不对未来盲目悲观或乐观，不做“想

象派”，要做“行动派”，保持一颗平常心，是为

智慧。

  第三，当时不杂。曾国藩曾说：“当读书，

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

心无着于读书也。”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

就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不要贪图太多，否则

结果往往是双双失去。董仲舒专心攻读，孜

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

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

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

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所以，专注做事，

用 心 做 事 ，努 力 克 服 困 难 ，才 能 成 就 非 凡

人生。

  第四，既过不恋。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

时，既然我们没有月光宝盒，没有让时光倒

流的能力，那就铭记教训，不要贪恋往昔，不

要重蹈覆辙，永远向前看。立足于当下，遥望

远岸。苏子悄然于湖上 ，泛舟赏景 ，好不乐

乎。几经排贬，苏子仍自得其乐，远离仕途，

收获的是风光无限的大好河山。拂去“想当

年”官场的叱咤风云，苏子立足于眼前，排遣

心中的抑郁，览尽无数风光美景，畅言对大

自然的无限热爱，使他的文学成就更上一层

楼。着眼于眼前，任一蓑烟雨扰平生，苏子依

然逍遥自在，轻松在人生路上前行。所以，过

去的遗憾也好，悔恨也罢，终已过去，不如放

下过往，把握当下，脚踏实地地过好现下的

每一天。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

恋。”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临别寄语。即使世上

没有月光宝盒，与其纠结过去，与其忧心未

来，不如专注眼前，顺从自然与自己的内心。

只有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修炼自己，磨砺自

己，才能为自己打造一个美好的明天。请记

住，母校是你们永远的家，你们的梦想在这里

孕育，你们的人生从这里启航！

  （文章为作者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

院2022届毕业生的寄语节选）

即使世上没有月光宝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