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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杨晨晖 孙莹

　　

　　近日，以“背包法官”为创作题材的原创话

剧《鼓楼那些事儿》在国家话剧院上演，连续6场

的演出，在京城掀起了法治文化新热潮。该剧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背包法官”冯晓光为原

型之一，通过讲述基层法官“入社区千家户，管

群众身边事，解百姓心中结”的能动司法故事，

生动展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入选为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现

实题材创作工程”剧目。

　　这样的法治文化创作，在东城法院不在少

数。近年来，东城法院立足辖区特色和文化资源

优势，每年自编自导自演一部话剧，先后将执

行、立案、民事、刑事等不同领域的法官故事呈

现在舞台上，将法治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推进德法共治。

　　与此同时，东城法院融合法治文化建设和

审判工作现代化建设，构建起以文明引领为牵

引，以文物保护、文艺保障、文创促进、文旅支持

为主要内容的“一领四面”工作格局，通过设立

涉文化领域专业审执团队、创建文化法学司法

实务研究小组等，强化司法护航文化传承发展

的职能作用。今年9月，东城法院被授予“北京法

院涉文化领域审判特色人才高地”称号。

法官是主角

　　“剧本创作过程中，编剧刘深找到我，问我

作为基层巡回审判的法官，最深刻的感触是什

么？我向他讲了那些办案中让人揪心、让人欣

慰、让人唏嘘、让人感动的故事。”作为话剧《鼓

楼那些事儿》的原型人物，冯晓光观看完首演后

感叹，没想到这些故事都被收录在剧中，登上了

国家级的艺术殿堂。

　　刘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他曾担任东城

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履职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法

官和案件，在其中，背着国徽、骑着电动车、走胡

同穿小巷的“背包法官”冯晓光，尤其吸引了他

的目光。后来了解到，冯晓光年纪不大但经验丰

富，办理的案件调解率高、服判息诉率高、无发

回改判，实现了“零信访、零投诉”的好效果，此

外，他更注重判后释法和解决矛盾背后的问题，

尽量避免“案生案”。创作过程中，团队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采风座谈，挖掘沾着泥土、带着露

珠、冒着热气的真实案例和鲜活故事。

　　剧中，不见威严的法庭，也没有穿着法袍、

拿着法槌的法官，而是每天走街串巷，为老百姓

解决无数鸡毛蒜皮琐事的“背包法官”。传统的

“人情儿”“老理儿”和当代“法律意识”在这里交

织、碰撞，折射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老城区，

在基层法律工作者有温度、有智慧的不懈努力

下，走向法治化的一个个“微观瞬间”。

　　这并非东城法院第一次将法官故事搬到舞

台上。近年来，东城法院依托“戏剧一帮一”戏剧

普及活动，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引导法官

干警们将审判工作日常转换为法治文化作品，

让法官为法治文化代言。

　　“就爱看法官故事，不仅好看还长见识。”

　　“为了把老百姓的事处理好，法官们确实花

了不少心思。”

　　每每收到观众的好评，“演员”干警们就开

心不已。

　　东城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马根认为，让法

院干警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受

益者，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让法治精

神和法治信仰浸润群众心田。

为民是主题

　　“您上学的时候，就想当这样的法官吗？”

《鼓楼那些事儿》中，当调解陷入僵局，书记员带

着哭腔问自己的师傅赵晓海。“我上学的时候

啊，不想当这样的法官——— 我想当蝙蝠侠！”赵

晓海说。

　　蝙蝠侠，在剧中不仅是无私为陌生人提供

帮助、打抱不平的精神符号，也是赵晓海所投射

的人生理想。

　　“作为一名法学生，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背

包法官’，但这部话剧使我深刻认识到，在实践

中，一名有温度的法官应该是什么样的。”来自

华东政法大学的姜懿格是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三

批法律实习生，观剧后的她觉得，用最朴实无华

的话去讲解法律知识，用人情味连接起与当事

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才能更好地帮助当事人解

开疙瘩，“法官走街串巷时，双肩背包里装着的

那枚闪亮的国徽，正是法律该有的温度”。

　　《鼓楼那些事儿》既是一部写基层法官赵晓

海的戏，也是一部群戏，既有婚姻调解，也有家

庭遗产继承，既有交通事故，也有洗衣店纠纷。

“背包法官”赵晓海的扮演者刘端端说：“民事法

官，得是‘万金油’。”

　　“万金油”的背后，离不开法官们对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工作主题的身体力行。文化与法治

的融合，则让法官们事半功倍。

　　以书为媒，传递的是法治的温度。借助“东

法智读会”平台，东城法院法官共同研习《裁判

是怎样炼成的》，交流文书写作的科学方法与人

文情怀，让裁判文书有温度；系统学习《法庭上

的心理学》，高效纾解当事人情绪。在一起离婚

案件中，法官把在“东法智读会”读到的《非暴力

沟通》一书送给当事人，引导当事人从中学习沟

通技巧，促成当事人和好如初，携手归家。

　　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的最新一期“中国好

书”推荐书目里，由东城法院干警编著的26.8万

字普法类图书《法槌下的正义：全民反诈指引》

入选其中。它也将跟随东城法院的“背包法官”

们走近群众，提高群众识诈、反诈能力。

队伍是根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干警加入了‘背包

法官’行列，成为东城法院特有的法治文化现象。”

在东城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韩毅兵看

来，这样的行动自觉来自党性提升，自信和底气来

自司法业务素质和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

　　让法官为法治文化代言，队伍建设是根基。

东城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曾进说，该院通

过创建政治理论学习品牌“水滴学堂”、举办“司

法文化论坛”等，邀请业界专家与法院干警共同

研学，从为民、修身、立德、笃行等多角度引领干

警通过读书开拓思路、增长才干，从文化中汲取

力量，推进法学理论、法治文化与司法实践的融

合互促。同时，持续强化水清莲香廉政文化建

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队伍。

　　就这样，通过打造政治文化、法治文化、传

统文化、创新文化和廉政文化的“五维矩阵”，东

城法院持续推动文化建设，全面涵养人才队伍

成长。

　　据东城法院教育培训工作负责人叶衍瑛介

绍，该院通过深入开展理论实务研究，引领法官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裁判说理、司法建议和普法宣讲中，培育打造

各审判领域业务过硬、群众认可的“文化法官”。

　　“具备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坚实内核与

能力，真正理解人民法官的意义和价值，方能处

理好关乎百姓生计的大情小事，守护好一方和

谐稳定。”何马根表示，法官为法治文化代言是

应有之义，有利于传递法治正能量，提升全民法

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为全面依法治国夯实基础。

□　曹吉锋

书香

　　“文字飘香，纸墨含情”。曾记否，儿时每当新学

期发下新课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迫不及待地

把脸庞埋在书本里，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瞬间，那沁

人心脾的书香便扑面而来，着实让人沉醉，用心旷神

怡来形容那种美好的感觉再恰当不过了。虽然有些

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因

为这是书香带给我的最原始最感官最真切的感受。

　　在20世纪80年代，沂蒙山脚下的某所乡村小学

里，学校的条件还很艰苦，学生们考试用的试卷和部

分课外读物，都是用老式的油印机印刷的。老师在钢

板上刻好试题，把纸张覆盖在钢板上，再用油碾一圈

一圈地滚下，一张张散发着油墨香的试卷便完成了。

这些简陋的试卷，不仅检验着孩子们学习的成效，还

凝聚着淳朴乡亲们望子成龙的心血，也铺就了山村

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精彩世界的路。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通过品读一

本书，发掘文字背后的意境，品味语言隐藏的意蕴，

领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坚守着那片属于自己的纯净

天地。在成长的年轮里，我品读了“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流连婉转，认识了“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斗酒诗篇的谪仙人李

白，激发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迈奔

放，领略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扭转乾坤的大气

魄，感悟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的情怀和执念。

　　开卷有益，一本小说，一本散文，抑或一本哲理

小品，最好是一本纸质的书刊，捧在手心里，慢慢地

读。只要自己能够细细地品读下去，只要自己能够从

中得到启发，只要能够给自己以生活上或者学习上

的教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也就足够了。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

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行动起来，读一本书，一

本让人积极向上的书，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书香

永远伴你左右。

灯香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在漆黑的夜里，漫

无边际的大海上，突然出现的一座灯塔，泛出的灯

光，顿时让找不到航向的水手们心里升腾起生的希

望。“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在外奔波的游子，风雨

兼程，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要回到那个让心停止流浪

的港湾，而那里总有一盏灯为你守候。“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很多时候，寻寻觅觅，只记得往前赶，

往往忽略了周边最美的风景，其实，停下身来，让心

沉静下来，一个转身，你所要寻找的，便已寻见。

　　在略有些寒意的秋天里，打开一盏小小的台灯，

或者点上一截短短的蜡烛，灯光也不需要太明亮，更

不需要太刺眼，淡淡的，只要能够看清楚书上的字也

便足够了。最好是暖色调的光，那样让人觉得更加

舒服。

　　泡上一杯清茗，可以不是龙井普洱等阳春白雪

般的高贵品种，仅仅是一杯迎宾茶之类的普通的茶

水，就可以了。并不是为了品茶而喝茶，而只是在追

求那种意境，只要自己能够体味到那种感觉便已经

满足了。温温的茶水，凝气提神，那萦绕的热气，依偎

在橘黄的灯光下，氤氲地升起，与外边冷冷的空气相

比，更是一种别样的温馨！

　　这个时候，再捧起一本想了许久也没有沉下心来读

的书，也许，在平时的日子里，尘世的喧嚣，工作的烦恼，

人生的不如意，都让人很容易浮躁，自己根本读不下去。

但是在这样一个晚上，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许就能够

深深地浸入其中，并且能够品味出难得的感受！

　　犹记得，冰心先生的那篇散文《小桔灯》，温暖了

很多人的心。“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

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

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曾经年少轻狂

的我，仿着散文里描述的样子，做过几盏小桔灯，提

到街巷里，感受那橘黄色的灯光带来的温暖。

　　小桔灯的香，是一个时代缩影的香，是一个年轮转

动的香，更是一个少年心灵记忆的香。虽然，我的少年

时光已经走远，但是它时不时还会走进我的梦里。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　赵青航

　　

　　我与赵宏编辑相识多年，她的写作、编辑思

路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受益颇多。近日，我研

读了她的新著《法律人思维与写作》，让我得以

更为系统性地了解了她的写作方法论。法律写

作对于一名律师而言，是总结、思考、提升和分

享，是个人影响力、专业品牌的塑造，是同客户、

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更加深入的交流、理解与

尊重。法律写作的水平可以通过训练习得，并可

以在写作实践中逐渐获得提升。

　　赵宏编辑在书中谈到了法律写作的五重境

界，我觉得这般提炼很有意义。我结合律师职

业，略作调整：

　　第一重境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层境界

对应的是一种“空对空”的状态。因为彼时的律

师尚无积累，未开始持续输入，脑中“真干净”，

下笔便是“白茫茫”。缺乏知识，没有观点，鲜有

见解，更遑论思想，所以律师不知什么可写，也

写不出所以然来。

　　第二重境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这层境界用更形象的比喻就是“茶壶里煮饺

子”。律师想要表达的内容很多，但就是倒不出

来。腹中千言，下笔一行。不知如何整理思路、梳

理逻辑、谋篇布局，不知如何举例、阐释、论述。

　　第三重境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这层境界如同天女散花，律师有了丰富的积累，

有很强的表达欲，常表现为特别能写，洋洋洒洒，不

计字数。一方面这些律师在“自说自话”“自娱自

乐”，另一方面读者却看得云里雾里，理不出头绪。

这是因为作者缺乏（甚至毫无）结构、体系意识。

　　第四重境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

沟渠。这层境界的律师自以为在进行高雅的、规

范的写作，其实思维和语言受到了无形的禁锢。

虽然其笔下的每个字都是汉字，但整齐地摆放

在一起后却让读者感到深深的“套路”。须知，写

作是为了交流观点和思想，而这种写作对读者

传达思想的功能将大打折扣。

　　第五重境界：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

澄澈。这是写作的最高境界。有如此写作能力的

律师必然有大量的输入、丰富的积累，谙熟逻

辑，善于驾驭体系，掌握纯熟的修辞手法。其产

出的文字有命题、有观点、有论证、有层次、有体

系，兼具实质美和形式美，读者在阅读时能享受

到一种智识上的愉悦感和充实感。

　　上述五层境界是律师写作的几个阶段，前

四种在不同层面反映了律师的写作困难及问

题。律师写作虽都想达到第五重境界，但这个目

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以说凡达第

五重境界，得先依次攀登前四层。这是因为律师

个人的职业进步是循序渐进的，一般情况下，律

师的执业经历、经验与写作广度、深度成正比。

写作虽有方法可以习得，但持续、稳定地输出专

业文章注定要有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

　　看过五重境界，再谈两点感悟。

　　第一，提高格局，深度分享。这是赵宏编辑在

书中谈到的一个心得。也许有人会有顾虑，写作的

度不好把握。写得浅了，太水，没有干货；写得深

了，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都亮出来，给别人学会了，

岂不是自摔饭碗么？其实，与其握紧手想抓住，不

如打开心胸，律师同行们都无私地分享自己的经

验、心得，这个行业的水平就会越来越高。如此，每

位律师个体都在一个专业水平不断提升的行业

中，就会不断进步和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归属感

和荣誉感。相信有这样心态的律师，不但不会失去

竞争优势，反而会获得更多肯定性的评价。

　　第二，写作能力是助推律师事业起飞的火

箭燃料。一个人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写

出清晰连贯、逻辑通畅、言之有物的文章。律师

如果有意识地对日常的实践经验加以归纳，这

个过程既是对自己经历的梳理，也是对自己能

力的总结，更是知识管理。这个过程是律师业务

精进、行业交流、自我塑造、形象宣传、形成独特

的个性品牌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讲，

律师无疑是文字工作者，应不懈锻炼自己的写

作能力，逐步提高自己职业生涯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法律写作是法律职业沟通的

方式和工作成果交付的方式。赵

宏，中国法制出版社副编审，其所

著《法律人思维与写作》以法律人

思维为切入点，有体系、有方法、

有细节地分享如何以最高的水平

（出版水准）进行法律写作。

　　一桥连接心窝，一笑握手言和，

　　多少琐事纷争，听你与我细说。

　　一江溪水明澈，一路无悔奔波，

　　用我为民之责，为你化解隔阂。

　　一窗葱绿春色，一盏蔚蓝灯火，

　　传递法治温情，送你和谐之歌。

　　悠悠岁月长河，永葆初心本色，

　　守望公平正义，护航美丽中国。

　　悠悠岁月长河，践行使命承诺，

　　守望人民江山，护航复兴中国。

　　

　　（作者单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

□　邱毅

　　

　　“你瞅瞅，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

幽的红光，我掏出手机看了下时间，晚上10点多了，整栋楼大都已熄

灯，为数不多几户亮着灯的也是白光，这样一来，这抹红色确实显得

格外地显眼，甚至透露着一丝诡异。

　　“这种情况持续有一个多月了，我们这边老城区，租房子的比较

多，原来都挺正常的，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黑夜中，我看不清老谢

的脸，但从他的语气中，能感觉到他此刻十分严肃，似乎一定要协助

公安机关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你别说，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瞅道。

　　我挠着下巴，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但秉着负责任、解答群众

疑惑的原则，还是要确定一下。

　　“老谢，你说这个灯一般什么时候亮？”我问道。

　　“晚上10点整准时亮，早上6点整准时灭。”老谢语气十分肯定。

　　“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小海问。

　　“我观察很久了。哦，不是，我意思是我发现这个异常后特别留意

的。”老谢似乎怕我们误会他偷窥别人生活，连忙解释道。

　　“时间这么准确？”我问。

　　“必须准确，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

　　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我们几个人上了楼，我先伏在那户人家门上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

有，于是敲响了房门。深夜的敲门声在楼道里格外刺耳，但敲了半天都没

人开门，倒是对门一个卷发大妈悄摸着把门打开一条缝。

　　“你们是警察吧？”大妈露出半张脸，小心翼翼地问道。

　　“啊，是啊，大妈，这对面有人吗？”我问。

　　得到我们肯定的回答，大妈直接把门打开，“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对

面男的上个月搬来的，哎呦，神神秘秘的，天天绷着个脸，晚上出门，白天

回来，我有几次跳完广场舞回来撞见他都把我吓得够呛，这人是不是犯了

啥事，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吓死个人……”

　　我赶紧拦住马上要跑偏的话头，然后问了问大妈知道的情况，原来这

个租户是男的，30岁左右，一人独居，平时夜出早归，看来找到他得明

天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小海带着老谢又敲响了这户房门，对面大妈又悄

悄打开门指了指对面压低声音说：“在家呢，我从猫眼看到他回来了。”

　　……

　　几分钟后，门内终于传来一个慵懒的男声：“谁呀？”打开门，一个睡眼

惺忪的男人站在面前，看到穿着警服的我们，先是一惊，然后一脸疑惑。

　　“打扰了，接到群众举报，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家一到晚上

就发红光，能不能带我们看看？”小海严肃地问道。

　　“红光？”男子似乎还没缓过神来。

　　“你是不是在养多肉？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我直接开门见

山，把怀疑说了出来。

　　“你咋知道？这……咱们这不让养……养多肉？”

　　“没有没有……”这话把我问得一时无言以对。

　　进入男子屋里，我看到小卧室里养了两架子多肉植物，上面挂着

好几个补光灯，果然如我所料。

　　男子当着我们面把灯打开，红色的光线十分亮眼，我回头看了看

老谢，老谢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这时对门的大妈也随我们进了屋，

探着半个身子往我们这边瞧。

　　这跟我想得一样，一切都是误会，这个租客是个多肉玩家，由于

租的房子朝北，光照不是很好，就在屋里装了几个补光灯让多肉上上

色。这种补光灯发散的是红光，这位租客在附近工厂上夜班，所以晚

上家中没人时会开灯给多肉补光，他用的是定时开关，晚上10点开，

早上6点关，所以时间非常精确。

　　误会解除，老谢和对门大妈松了一口气，我在架子上瞅了一圈，看多

肉品种十分齐全，奥普琳娜、劳尔、饺子皮、橙梦露、冰玉……

　　“你这颗麦秆品相可以啊，都出糖心了。”我指着其中一颗道。

　　“警察同志，你还知道这个！”似乎遇见了知己，男子有些激动。

　　“我也玩多肉。”说完，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新毕派出所）

让法官为法治文化代言
“背包法官”故事在国家话剧院舞台上演

品香

律师专业文章写作之道

《法律人思维与写作》

作者 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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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红光

　　在西沙河边的苇荡边，不经意中我拾到一

瓣乡音。

　　东北方言，乡间俚语。

　　信手点燃，袅袅炊烟般煨热受寒的心绪。

　　暖坐在上午十点的钟声里。我，刚相识的农

人，以及农人的烟斗。

　　缅怀老家此刻或憔悴或丰满的影子。缅怀

故乡锄禾日当午时的栖息榆荫。

　　盘膝而坐，话语磕碰。刚相识的农人在鞋底

轻磕一下，递给我一巴掌老茧和那杆烟斗。

　　我幸福地呛着乡情，咳嗽的样子，该像谁

呢？对了，我的父亲。

　　叼着潮汛的水鸟，戏谑于芦苇间。

　　乡烟缠绕间，粗犷的东北方言滴滴答答。

　　临别，农人老乡以两行热泪赠我。

　　细擦拭，却犹如家乡的西沙河水汩汩……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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