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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刑法规范及其在实务中的适用

  《实务刑法评注》以服务刑事实务为目标，努力实现刑法工具

书理想图景应当具备的“全”“清”“捷”“用”四大基本属性：“全”即

全面收录刑法规则，本书解决基本、常见刑法问题；“清”即厘清规

则类别层级，便利规则冲突时迅速取舍；“捷”即合理呈现规则文

本，提取千余刑参案例适用规则；“用”即服务规则具体应用，给出

实务疑难杂症解决方案。基于此，本书以法条为纲，按照刑法四百

五十二个条文，逐条加以释解；以栏目为目，专设十余栏目，按实务

逻辑“编”“著”。

  本书熔立法、司法与学术于一炉，是一部可以带进看守所、带

上法庭、带到讨论室，用于刑事办案全过程的“刑法规范集成”，对

刑事实务办案具有精准的指导意义，对刑事辩护及学术研究也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部理想的刑法工具书。

源于本土的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理论》（第二版）在系统梳理程序正义理论的发

展脉络、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观点，并作出学术评价的基础

上，从中国法治经验出发，提炼出源于本土的程序正义理论，具

有开创性的理论贡献。本书首版影响力经久不衰，第二版在理

论新发展和实务新经验的基础上，对首版内容进行了大幅

修订。

  在初版书稿的基础上，全书设置为两个部分：一是程序正义

的学术史；二是程序正义的理论。前一部分概述了西方程序正义

理论的发展脉络、理论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作出了学

术评价。后一部分则讨论了程序正义作为法律价值的地位，将程

序正义的自主性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

二是程序正义对于裁判结果的塑造作用。程序正义的理论虽然

抽象且颇具思辨性，但在作者深入浅出、简洁流畅的文笔之下，

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于学术中探讨民法的构筑

  《民法的构筑》是一本学术文集，内容具有丰富性，其与作

者所著的其他作品一道，共同构成完整、精致、高质量的系列

作品之整体和全貌。本书由作者的部分民法研究论文组成，具

体篇目有《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模式选择》《我国民

法典的创新与时代特征》《行使民事权利应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及其例外情形》《动产所有权让与中

的交付》《邻地通行权》《无主物先占》《关于建立我国民法物权

制度的研究》《区分所有建筑物楼顶空间及其架空层的所有权

归属》等。

  全书内容创新，结构谨严，学术价值较高，通过本书，读者不

仅可以看到作者从事学术研究30余年的学术成就及观点成熟过

程，更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民法发展及演进的历程。

法律人眼中的法律简史

  《法律简史》一书讲述了法律人眼里的历史，在作者眼里，历

史可以是一种知识编码，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组装法律知识的框

架。作者提出是人类“创造”了法律，所以应该已经很了解它了，

但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法律的深层逻辑和人类的道德直觉

（公平或正义）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吗？绝大多数法律

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从一

开始就毁灭了这种希望。

  法律最古老的源头应该是个最简单的算法，即“返还法则”，

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民法和刑法的共同源头。本

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以此呈现法律

的深层逻辑，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把

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进而实现法学内部及法学和

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

□ 杨灿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红色基

因的革命大学，她源自1948年由邓小平、陈毅、刘

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中原大学。70多

年来，中南大“由党创立、建校为党、成长为国、发

展为人民”，红色基因始终一脉相承，其间几经分

合、数易校名，但初心不改。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今

天，我想同大家谈一谈我们这所大学过去和当下

值得铭记的几个名字，讲讲他们的青春岁月，也对

你们将在中南大度过的青春时光提几点希望。

  第一位是潘梓年。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杰出

的新闻斗士，一手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同

志任命为首任社长。同时，他也是我们学校第二

任校长，实际主持了学校的创建工作。在南湖校

区文波楼前就屹立着潘梓年老校长的铜像。他的

青春岁月，在北大求学期间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

信仰，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至暗时刻

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使遭受反动派的酷刑并

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仍在狱中坚持斗争，钻研马

克思主义哲学，著译达百万字。在那个风雨如晦

的年代，像潘梓年校长一样的无数先辈，个人的

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下是充满未知的，但他们毅然

决然，青春热血为理想而战斗，并且坚信国家、民

族的未来会在无数有志青年的奋斗中走向光明。

  我希望你们能够像潘梓年老校长那样，始终

保持青春最宝贵的特质，那就是追求进步，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引领人生前进的方向。理想是指路

明灯，信念是拼搏动力。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

精神上“缺钙”，就会迷失方向、缺乏斗志。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中，绽放出绚丽的青春光彩。希望你们将个

人拼搏汇入时代潮流，像校歌中唱的那样：“走向

人民需要的地方！”

  第二位是郑小瑛。她是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

指挥家，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是第一位

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同时，她也是我

们的著名校友，在60周年、70周年校庆大会上指挥

师生校友一起高唱国歌。她的青春岁月，原本考

取了协和医学院，但因立志投身革命而奔赴解放

区，加入文工团并将音乐作为终身事业。在苏联

留学期间，郑小瑛整日泡在图书馆钻研原版俄

文、英文指挥著作，废寝忘食地抄记乐谱、观摩演

出，几经奋斗、矢志不渝，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著

名指挥家。今年7月，已经93岁高龄的她仍在厦

门、北京、杭州等地指挥了数场音乐会。她说自己

是“90后”正青春，只要还能扑腾，会永远站在舞

台上。

  我希望你们能够像郑小瑛校友那样，始终保

持青春最难得的坚持，那就是追逐梦想，以持久

的笃学笃行敢于追梦、勤于圆梦。青年正处于学

习的黄金时期，要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像海绵

汲水一样汲取知识，把成才的基石打牢。一是要

励志勤学，希望你们能够惜时如金、立志向学，下

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苦功夫。二是要敏思

善学，要学会独立思考，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

成自己的见解，不盲从盲信、人云亦云，在繁芜丛

杂的碎片化信息面前保持清醒。三是要笃行乐

学，希望你们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紧迫

感，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追

求、一种责任，让勤学、善学、乐学成为你们青春

远航的不竭动力。

  第三位是陈闵健。他是会计学院2000级校友，

毕业后从浙江沿海赶到四川省阿坝州担任扶贫

干部，被当地人称为“跑山干部”，将生命奉献给

了祖国的扶贫事业。他的青春岁月，将群众脱贫

作为自己最牵挂的事情。虽然一直不适应高原环

境、连晚上好好睡个觉都很困难，但他依然克服

缺氧、山路崎岖等恶劣条件，走遍黑水县17个乡

镇，在一条条山道上留下足迹，用生命为当地群

众蹚出摆脱贫困之路，被授予“四川省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评学校第四届“公道美品

德行奖”。

  我希望你们能够像陈闵健校友那样，始终保

持青春最美好的品质，那就是砥砺德行，以深厚

的家国情怀涵养当代青年的高尚品德。中南大的

校训是“博文明理，厚德济世”，博今古律文方能

明万千事理，厚载物美德才能济中华盛世。我任

校长以来，先后以“情理法”“真善美”“仁义礼”为

关键字寄语历届毕业生，就是希望从我们这所大

学走出去的学生，都能够牢记人无德不立，理解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做崇德向善的新时代好青年。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你们的成长

阶段亲身感受了“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之

治”，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新时代青年。希望你们带

着自信之心、坚强之心、进取之心，在充满无限可

能的大学校园里，勇敢地追求探索，尽情地挥洒

汗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奋斗在中南

大书写属于每一个人的精彩乐章！

  （文章为作者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级新

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在青春的赛道上尽情奔跑

□ 吕涛 （山东政法学院校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你们成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一个人的成长

成才，不仅需要时代的机遇，还要有平台的托

举。山政就是你们青春奋斗的第一个平台，山政

正在努力做得更好，希望不负时代所托、不负你

们的期待。然而，你们才是自己的主人，是你们

未来人生大厦的总设计师和总建筑师。年轻的

你们一手握着自己的未来，一手托着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开创未来，建设自己的人生大厦，如

同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布局那样，需要搭建好

四梁八柱。作为你们的师长，我给你们提几点

建议：

  一是要架好理想信念之梁，为人生增长志

气。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作为

新时代中国青年，你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架好理想信念之梁，人生便有了志向，人

生大厦的建设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你们要

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上好“茂岭山红色大课堂”，

在思政课中深入了解国史国情和党史党情。你们

还要重视参与社会实践，胸怀“国之大者”，学习

之余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走进社区、

走进基层，走进西部、走进军营。行动是青年最有

效的磨砺，只有付诸实践，理想信念才能真正发

挥作用，你们也才能真正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意

义所在。

  二是要架好崇德尚法之梁，为人生培树正

气。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架

好崇德尚法之梁，人生便走在正道，人生大厦的

建设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中华民族自

古就有崇德向善的传统，《大学》开篇明义：“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

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

自省，不断塑造真善美的道德情操，成为有大爱

大德大情怀的人。道德不是万能的，国家的兴

旺、个人的成长，还需要法律的约束。作为山东

政法学院的学生，希望你们争做守法尚法的模

范，努力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普法，让遵

纪守法成为你们的自觉行动，让公平正义成为

你们的毕生信仰。

  三是要架好真才实学之梁，为人生积蓄底

气。“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

架好真才实学之梁，人生便有了底气，人生大厦

的建设就有了充足的原料保障。大学可能是你

们人生中最后一个心无旁骛、专心学习的阶段

了，你们要把握这个时机，努力练就真才实学。

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这是你的核心竞争力。要

广泛吸收各方面知识，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做到“跳出专业看专业”，不断拓宽思

维视野、更新思想观念、提升认识水平，才能跟

上时代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腹有诗

书气自华”，希望你们践行山政“乐学、勤学、真

学、活学”的学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青年

时代为人生积蓄充足的底气，无惧未来任何

风雨。

  四是要架好身心健康之梁，为人生永葆朝

气。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一切奋斗都要依

靠强健的体魄来创造，依靠强大的内心来支撑。

架好身心健康之梁，人生便永葆朝气，人生大厦

就能经久耐用，不会漏雨跑风。健康第一是学校

多年坚持的教育理念，也希望成为每位同学的人

生信条。希望你们坚持运动，打造强健体魄。希望

你们保持乐观，打造强大内心。你们正处在从青

年走向成年、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渡阶段，面对

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你们会有绽放自我

的喜悦，也会承受一些失败和挫折。今后，希望你

们把与困难和挑战视为人生的常态，正视它们，

战胜它们，一条路不通就换条路试试，一个人扛

不住就喊朋友们一起扛。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

滔不绝。在人生这条漫漫征途中，保持稳定乐观

的心态，你们脚下也会一路生花，你们也能创造

出属于自己的最伟大的作品。

  踏入大学的校门，你们便开始了自主搭建

人生大厦的过程。在大厦“施工”过程中，希望你

们记住我说的“四梁八柱”，努力用科学理论和

社会实践筑牢理想信念之梁，用道德修养和法

治理念筑牢崇德尚法之梁，用专业知识和创新

能力筑牢真才实学之梁，用强健体魄和强大内

心筑牢身心健康之梁，不断为人生长志气、树正

气、蓄底气、葆朝气，为大学乃至今后的人生提

供坚实的保障。新时代孕育新未来。新时代是属

于你们的，张开怀抱拥抱它吧，让青春在奋斗中

不断开创新的未来！

  （文章为作者在山东政法学院2022级新生开

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拥抱新时代 开创新未来

□ 丁文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们能够来到桂子山上这座百年老校就读

深造，成为桂子山民，均不容易。你们艰辛的付

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你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不

同的家庭、可能还怀揣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个性

可谓是异彩纷呈；尽管差异明显，但可以断言，

大家应该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希望通

过几年的学习，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法

治人才。这个愿景就把你们和学校、老师联系在

了一起。因为大学的首要功能是“人才培养”，而

教师的基本职责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言

及人才培养，首先离不开目标定位。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在桂子山上的学习，你们应该成为怎

样的法律人。

  “成为什么样的法律人”，实际上学院、学校

和国家均有着明确的期待和要求：学院希望你们

有着“慎思明辨”的能力，怀揣“法济天下”的情

怀；学校期盼你们养成“忠诚博雅”的人文情愫，

熔铸“朴实刚毅”的精神气质；国家期望你们具备

“德法兼修”的才能，抱有“明法笃行”的志向。把

学院、学校和国家的期盼结合在一起，概而言之，

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

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扎实的法学功底

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上述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

要较好的人才培养条件作为保障。首先，华中

师范大学提供了一流的育人环境。华师是一所

百年老校，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校园环境，越

来越完善的办学设施，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底

蕴，我们有些同学就住在历史建筑之中，而历史

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同时，华师又是一所综合性

重点大学，这里不仅有一流的文科，而且还有高

水平的理科和工科，这就使得你们综合素养的

提升成为可能。其次，法学院也在提档升级、在

人才培养方面正在进行改革创新：一是进一步

充实了师资队伍。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一

流的人才，学院始终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千方

百计地引进人才。每年均有4位左右海内外名校

的优秀年轻博士（后）加盟法学院；此外，学院

还聘请了五十多位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

业界精英作为兼职导师，来充实师资队伍，以

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加大人才培养体制

机制的创新力度。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逐步

形成学院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法学院积极探

索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创新。例如，在本科生

层面，法学院创设了“博雅法治人才培养班”，

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

指导，使你们能够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在博士生层面，实行“双平台培养机制”，学

院既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建了多个“公共政策与

法治”博士点工作站，为博士生提供了解相关

制度或机制实践运行真实面相的窗口，又开设

了“公共政策与法治”博士点工作坊，为博士生

搭建了解学术动态、进行学术交流的舞台。三

是法学院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法学院

大楼即将竣工，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可以搬迁，

在座的诸位同学将是进驻法学院大楼的第一

代莘莘学子。

  当然，要想成为学院、学校和国家期盼的优

秀法治人才，光有上述较好的人才培养条件还远

远不够。更为关键的是，你们自己才是“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法律人”的决定因素。为实现上述人才

培养目标，依据过往的经验，我希望你们能够做

好以下两点：

  第一，志存高远。年轻就是资本，你们未来有

无穷的可能性，不要过早地为自己设限。作为法

科学生，法学教授、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

等都有可能成为你今后的人生选项。但不管作

出何种选择，我们人生价值的实现平台一定是

建立在祖国法治建设的征程之上。因此，立志将

来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实现作出

应有的贡献，应该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第二，脚踏实地。法学学科既有着博大精深

的知识体系，又有着较强的实践秉性、被称为文

科中的工科。这就需要你们在掌握扎实的法学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法治实践之中、

熟悉并了解法律的运行。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成

为理想的践行者。因此，需要你们不负韶华、脚

踏实地，认真学习，快乐而充实地度过美好的大

学时光！

  最后，希望每一位同学最终都能够成为学

院、学 校 和 国 家 期 望 成 为 的 高 素 质 的 法 治

人才！

  （文章为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2022级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努力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法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