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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显明

  山东大学法学的历史可以用不同的时间节

点来表达。1901年创办山东大学堂时，就有法制

的课程，如果以一门课程的开设作为法学教育的

开始，那么到2021年，山东大学法学的历史就有

120年；如果从作为一个专业开始的话，马建红老

师主编的《我们这四十年———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

史》已经说清楚了，是从1906年开始，这样算来，

到2021年有115年的历史；如果以法科的创办作

为自己的历史开端，则是始于1926年，至今也有

近100年的历史。但是山东大学法学学科没有这

样算，这是经过认真研究以后的结果。大家认为

还是从新时代开办法学学科作为自己历史的开

始，这样就从40年前，即1980年开始。1980年，山东

大学在科学社会主义系招收了第一届法学专科

生，1981年招收了第一届法学本科生，所以从专

科设专业开始，到2020年是40年。

  之所以这样确定，我想这和山东大学一贯的

品德有关系。山东大学在追溯自己的历史时，追

溯到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狄考文是中国近代以

科学为主要内容而开办高等教育功勋最卓著的

人。他于1864年在登州开办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

登州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可以说，登州

文会馆就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没有登州

文会馆，就没有后来的北洋大学堂，也没有后来

的京师大学堂，当然也不会有山东大学堂。因为

京师大学堂也好，北洋大学堂也好，他们开办的

时候，师资大多来自山东，那就是登州文会馆给

他们培养的。所以，北洋大学的血液里，北大的血

液里，都流淌着山东的记忆。可是山东大学没有

把1876年作为自己历史的开始，我想一所大学还

是应以丰富自己的内涵为追求，而不要以自己的

年龄作为向世界、向兄弟院校夸耀的资本。一所

大学历史再久，如果办得不好，也会为世人所耻

笑；一所大学时间再短，如果办得好，也会为世人

所模仿。因此，山东大学法学院还是选择了1980

年作为自己法科开始的历史。

  这四十年，我们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强到

形成自己的特色，四十年筚路蓝缕，确实不易。我

们法学院的元老——— 像年龄比我长、来的时间比

我早的冯殿美老师，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1977级

的学生，毕业以后就来到山东大学，他入职的时

候入的是科社系，来之后就开始建设法学专业。

乔伟老师是1983年4月正式调入山东大学的，开

始时是担任山东大学法律系筹办小组的负责人，

到1983年11月学校正式宣布建立法律系。1984年，

我当时尽管还是吉林大学的学生，但是已经在山

东大学开始上课。我曾经在威海用一个星期的时

间上过六门课，所以我到校的历史比1985年正式

到学校报到还要早一点。

  山大法学院是有灵魂的。提到山大法学

院，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乔伟老师。一个

国家有灵魂，一个大学有灵魂，一个学院也有

灵魂。乔伟老师就是山大法学院、山东大学法

学学科这四十年来的灵魂。人是需要一点精神

的，乔伟老师身上就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我一直

在思考，可不可以把山大法学院的灵魂称作“乔

伟精神”？

  台湾的台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灵魂。走在

台大里边，有一个人无处不在，那个人就是傅斯

年。傅斯年是新台大的创办者，在收复台湾以后，

傅斯年成为台大的第一任校长。尽管傅斯年在这

所大学的时间不长，仅几年就离开了台大，可是

台大一直把傅斯年精神作为自己学校的灵魂。

  乔伟老师英年早逝，他走的时候只有65岁。

1997年9月12日，这一天是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

子。就在这一天，乔伟老师走了，但在学生以及接

触过乔伟老师的人的心目中，乔伟老师永远年

轻、永远活着，乔伟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什么是乔伟精神？

  乔伟精神，从乔伟老师的做人可以看出来，

他刚正不阿、超凡脱俗。凡是和乔伟老师打过交

道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机智、幽

默、诙谐，最重要的是，他追求生活的高雅，超凡

脱俗在乔伟老师身上无处不在。他和我们交谈的

时候从不讲李家张家，从不讲饭菜酒肉，谈的都

是思想，谈的都是学术。乔伟老师一生坎坷，他14

岁参加革命，入伍的时候身不及枪高，骑在马上

经常摔下来，摔下来的原因是他在看书。新中国

成立后，他成为省政府主席的秘书，再后来成为

省报的主编，17岁的年龄就有一个十八级的级

别。再后来考入吉林大学，从1951年到1955年这四

年，在吉大读书。毕业之后，他有幸成为匡亚明校

长的秘书。但是当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以后，他跟校长商量，还是要回到教书的岗位

上。从这之后，厄运开始了，有人罗织罪名，他被

打成了右派；他不服，又被打成了极右派；后被发

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改造的时候，农民评价

他的劳动态度最好，因为每天第一个到劳动现场

的是他、最卖力的也是他，可是认错态度最差，从

不认错。乔伟老师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是一个

愈挫愈勇的人，他只向真理低头，从不向权贵、压

力、金钱、世俗低头，他将刚直坚持到了最后。我

想在做人上，这就是乔伟精神。

  在学问上，乔伟老师有一个特点——— 手不释

卷，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所以，手不释卷、坐

而动笔、追求真理，就是他的学术人生。这个品德

是从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养成的，一直到他意志模

糊躺在病床的时候还在坚持。乔伟老师家是我去

得最多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书柜，他曾经告诉我，

“这个书柜里边所有的书我都是读过的”，这一

点，我们有书柜的人不一定都能做到。他是博古

通今的法学家，他这一生对学术所作的贡献，在

当时的那一代的法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乔

伟老师在吉林大学最早是从事部门法教学的，并

不从事法史研究。但在他被打成右派后，反而使

他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他被开除了教师岗

位、不允许再执教鞭，他被赶到图书馆里，成了图

书馆里“牛鬼蛇神组”的组长。他有两个组员，一

个叫于省吾，一个叫金景芳。这两个人一个是一

级教授、考古学家；一个是二级教授、著名的先秦

史家。乔伟老师就拜这两位老师为师，开始了长

达十年的对法律史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吉林大

学图书馆里留下的图书编目、地方史志的编目

还都是出自乔伟老师之手。十年面壁，他锐意博

古，而他研究古代史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今天，从

历史中走出来。乔伟在史学、哲学以及法史上的

贡献是世所公认的，所以大家把他当作是大学

问家，是一个大家。在学问上，乔伟老师的人生

就是一个学术人生，这应该是乔伟精神的第二

个领域。

  乔伟精神的第三个领域，是他热爱学生，热

爱讲台、奖掖后学。在吉林大学的时候，乔伟老师

教过宪法、劳动法、民法这三门课程，所以他能够

成为著名的律师。到了山东大学以后，他也讲过

这些部门法，但讲得更多的是法史。乔伟老师对

学生的爱，超过了对子女的爱，他是一个在法学

教育领域作出独特贡献的法学教育家。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最早讨论“法学到底以

什么为研究对象”的是法史学科。当初的法学基

础理论，讲国家与法权的历史，或者叫国家与法

的历史、国家与法的理论。乔伟老师是第一个提

出来要把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分开的人，这个观

点一提出，立刻得到了整个法学界的响应。过去

法学受苏联的影响，始终和国家学说联系在一

起，而从那之后，我们的法学才有了自己独立的

学科历史。乔伟老师在学科上的这个贡献，在四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乔伟老师是一

个德高望重的先生，是一个教育家，尤其是法学

教育家，这也是乔伟精神之一。

  乔伟先生虽研究历史，却又能走出历史，关

注现实，知行合一，为推进中国法治进步作出了

巨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在违法和犯罪问题

还搅在一起的时候，乔伟老师就在《政法研究》创

刊号上发表文章，主张把违法与犯罪分开。直到

现在，这一理论还在影响着我们整个法治。在中

国，把违法和犯罪分开的理论来源就是乔伟老师

的这篇文章。乔伟老师关注部门法，对宪法有自

己独特的理解，在1979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

表他创作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篇文章

时，邓小平看到后，批阅给彭真同志，主张按照这

个原则重新修订宪法。乔伟老师对推动人民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也作出过贡献。他在《中国法制报》上发表了一组

文章，是在他恢复教师身份以后编辑的《律师研

究资料》一至五集，当时从事审判的人员以及刚

刚恢复的检察人员，都要以《律师研究资料》作为

自己的参考书，所以乔伟老师在司法理论、法律

实务上也有重要贡献。乔伟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

就是著名的律师，到了山东以后，成为山东省法

学会、山东省经济法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1990

年，乔伟老师与山东省主要领导商量，提出在山

东省推行依法行政的主张。“依法行政”这个词是

乔伟老师最早概括出来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就在

全国作为典型，介绍山东依法行政的经验。后来

在乔伟老师推动下，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全国最早

设立省政府的法律顾问，他也成为山东省人民政

府的第一任法律顾问。今天我们推行政府法律顾

问、公职律师，这些思想的肇源都来自乔伟老师。

研究历史，又能走出历史，关注现实，知行合一，

也应该是乔伟精神之一。

  乔伟老师的一生是追求完美的一生、是高尚

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

一生，也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一生。这些都应

该称为乔伟精神，山大法学院这四十年就是在这

种精神的引领之下一点一点进步的。乔伟老师离

开了我们，但是他把精神留下了。我们今天在校

的老师是不是应该继承乔伟精神，我们今天的在

校学生是不是应该弘扬乔伟精神，我们已经离校

的各位校友是不是应该发扬乔伟精神？我想，我

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发扬乔伟精神，都能够创造

出一番事业来。我希望乔伟精神能在山大法学院

传承下去，用乔伟精神来指导办院，必将使法学

院走向新的辉煌！

将乔伟精神世代相传
《我们这四十年———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史》（代序）

热点聚焦

法界动态

第五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法治合作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近日，以“深化法治合作、共建繁荣丝路”为

主题的第五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法治合作高端论坛在甘肃举行。专家

学者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服务“丝绸之路经

济带”区域国别法治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主旨发言和研讨交流。

  甘肃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焦盛荣表示，论坛经过四届凝练，呈现出

主题更加明晰、内涵愈加丰富的良好态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国家法治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焦盛荣强调，甘肃政法大学愿与

社会各界紧密合作，积极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进一步

深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法治合作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协同探索“一带

一路”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相关法治问题研

究的学术繁荣，为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适应甘肃教育对外开放需求贡献智慧和力量。

“可信人工智能立法制度建设研究”
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7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教授

担任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牵头承担的科技创新2030———“新一

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可信人工智能立法制度建设研究”启动暨实

施方案论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

  王轶从项目背景与研究目标、项目框架与进度安排、项目的组织

管理机制、预期成果与考核方法四个方面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详

细汇报，并表示将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突出成果。

  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可信人工智能

立法制度建设研究”将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立法需求，开展“面向未

来、走向未来、引领未来”的、区别于传统工商社会法治形态的“赋能

治理”型可信人工智能法治新范式研究，研究引领赋能型人工智能法

治模式、聚合赋能型数据治理法律体系、可信赋能型算法治理法律体

系、可控赋能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发展

赋能型人工智能产业法律保障环境，从而全面探索智能社会法治建

设的中国方案，助力建构赋能可信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法治体系，彰

显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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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7月22日，由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主办，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杂志社承办

的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第四次会

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

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出席开幕式，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其江出

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王轶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研究

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张新宝，常务副会

长张广兴，副会长徐澜波、车丕照、秦前

红、王锡锌、杨建顺、赵万一、施伟东，秘

书长王莉萍以及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二级

巡视员王伟国、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二处

处长孙立军等出席会议。中国法学会法

学期刊研究会会员及各大法学院校专家

学者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王其江代表中国法学会向会议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专家学

者表示诚挚的问候。他代表中国法学会

对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和研究

会2016年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就进一步做好法学期刊研究会工作提

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坚持党对法学期刊

的领导，牢牢把握办刊的政治方向和意

识形态主导权；第二，持续深化研究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出更多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第三，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及财务报

告，表决通过了研究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组成人

员以及研究会新一届党支部委员。

  会上，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依照章程规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负责人。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当选为中国法学会法

学期刊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

长黄文艺当选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莉萍、王锡锌、车丕照、刘艳

红、李建华、李洪雷、杨建军、杨建顺、赵万一、胡玉鸿、施伟东、秦前

红、谢海定当选为研究会副会长，王莉萍当选为研究会秘书长（兼）。

  新一届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发表了讲话。他代表第四届理事会对

王晨会长和中国法学会党组的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对全体会员、全

体理事对新一届研究会负责人和常务理事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了衷心

的感谢；并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对张新宝会长和第三届理事会的卓越

工作及为中国法学期刊事业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表达了衷心感谢和

诚挚敬意。张文显对王其江同志代表中国法学会莅临指导并作讲话

表示感谢，要求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全体同志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

真领会王其江同志的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法学会的决策部

署，以更加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研究会各项工作。张

文显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责任重大，任重

道远，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

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不断提升法学期刊研究会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进法学研究繁荣

发展、服务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日前，第十三届

在鸣行政法治论坛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

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学院和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行政

法界知名专家学者与专业从事行政诉讼业务

的执业律师齐聚一堂，就行政纠纷治理现代

化的基层模式、PPP协议纠纷的仲裁救济、村

民自治决议的司法救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

议的模式及其应用等多个问题展开了深入

交流。

  开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党委

书记韩文生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院长许身健指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对于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依法行政和法治

政府建设、助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会

议主题既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法理阐释与

模式研究，也有聚焦具体领域的行政纠纷实质

性化解的分析，相信研讨会一定能够对“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北京在明

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在致辞中表示，律所是

法律人才重要的输送通道和试验田，与中国政

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共同举办行政法治论坛，

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讨，会聚更多的

专家学者形成示范效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

校长王敬波在致辞中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法

治国家建设的风向标，行政争议解决的质效是

司法体制改革与行政审判工作成功与否的试金

石，需要凝聚法律共同体的智慧与力量，通过积

极推进行政争议溯源治理、优化行政争议解决

的格局、优化行政审判工作机制等进一步完善

和深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研讨会分为两个单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

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担任第一单元的主持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曹鎏以“行

政纠纷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模式研究”为主题，

分别从我国行政争议的基本规律、行政争议治

理现代化的目标构成、基层模式的理想方案三

个方面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

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中国政

法大学行政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马允依次进行

了与谈发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行政纠纷

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

的关系，又要重视并提取纠纷解决的基层治理

经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尹少成

以“PPP协议纠纷仲裁救济的困境及其破解”为

主题，分别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与仲裁之间

的关系、PPP协议纠纷仲裁机制面临的立法挑

战、PPP协议纠纷解决对仲裁机制的现实需求、

PPP仲裁的立法选择及其实践定位四个方面作

报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刘智

慧、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

部主任李俊慧、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

院谢尧雯分别作与谈发言。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在仲裁法及民法典合同编中PPP协议均存

在适用仲裁的空间，在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时代

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强化PPP纠纷化解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第二单元由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

研究院副院长林华主持。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

学研究院教授王万华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的模式及其应用”为主题，分别从实体裁判终结

模式与合意终结模式的提炼、实体裁判终结模

式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合意终结模式在行政

复议中的应用三个方面作报告。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马丽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

授范伟依次进行了与谈发言。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以实体裁判终结模式与合意终结模式对我

国既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梳理与提炼，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未来需要对实体裁

判终结模式中的方式限度、合意终结模式中的

合意范围等问题展开持续深入研究。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群杰以“村民

自治决议的司法救济难题”为主题，分别从村

民自治的规范结构及自治主体和事项范围、司

法实务中村民自治存在的法律问题、村民自治

决议的司法途径和困境三个方面作报告。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孔祥稳、杨在

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法律研究员刘茜依

次进行了与谈发言。与会专家在发言中认为，

“自治”概念尚无定论，在学界和实务界中存在

分歧；村民自治的法律供给不足，导致各地法

院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自由发言阶段，北京

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威认为，在引入行政争

议解决的制度模式时还应当考虑地区的差异

性，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闭幕式由刘智慧主持。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

处长罗智敏分别从理论、立法、实践三个方面进

行了学术总结，认为需要强化研究形成学理共

识，完善立法解决法律供给不足，并在法治的框

架内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最后，许身健

呼吁学术界要关注和发现中国真问题，建构有中

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关注丰富的实

务矿床，提炼回应现实需要的实务理论来指导实

践，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

第第十十三三届届在在鸣鸣行行政政法法治治论论坛坛在在京京举举行行

前沿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