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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第六届“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辉 日前，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第六届“人

工智能与未来法治”学术研讨会在南昌举行。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

分论坛报告两个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这一重大课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法治

凝聚智慧。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邓辉介绍了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迎接数字契

机取得的建设成果、学校深入数据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并表示学校

后续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和法学领域，与业界朋友展开合作，取得更多

丰硕的成果。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

强调，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的融合发展是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创新革

命，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实践过程，呼吁法学界的专家学者胸怀天

下、放眼世界，以开放包容、科学理性的态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

厉奋发，共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创新贡献智慧。

“对话：宪法与部门法”首届学术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7月5日，“对话：宪法与部门法”首届学术

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并将永久落户西南政法大学，本届论坛主

题为“对话：宪法与刑法”。本届论坛共设置四个对话单元，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宪法与刑法的再法典化”“正当化事由与比例原则”“刑法

体系、刑事政策的合宪性调适”“轻罪、犯罪附随后果治理与基本权利

保障”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西南政法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重

视宪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宪法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注重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科交流互动的传统，呈现出宪法学“接地

气、重交叉”的学科研究特色。本届论坛的主题被确定为宪法和刑法

的对话，今后还将逐步发起宪法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对

话，不断提升“对话”论坛的知名度，希望全国的专家学者支持西政主

办的“对话”平台，在这个领域作出更多的学术探索和贡献。

□ 叶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我们的人生中，总要不断装点一些念想、

一些思想、一些理想，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之

璀璨瑰丽、晕染立体。

  《礼记·大学》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

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认为，修身对

应的是一种终身学习、获取思想的学习状态，

齐家对应的是纯真朴拙、心怀善念的生活状

态，治国、平天下对应的则是胸怀寰宇、坚持理

想的工作状态。

  作为你们的校长、师长，我将围绕这三种

状态谈谈自己的体会，与你们分享、共勉：

  一是无涯学海中要学会苦中作乐、勤于自

勉，如果学习目标还没有实现，我们不要徘徊。

  学习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发现错误、改正

错误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此间正反馈不多，

小挫败却不少。

  我并不很认同在校生期末考、法考、考

研、考公通过后就是成功“上岸”这种说法。

因为，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将终身遨游在

知识的海洋中，即便上岸也并不意味着永久

的“脱水”，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知识的“浸

润”！

  你们毕业后，无论是留学、深造，还是就

业、创业，抑或二专、二战，都应当继续保持深

化思想、追求真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即

使“月亮”还没来，也别忘记用一个个“灯塔”式

的小目标来引领前路。

  二是在琐细的生活中要学会宁静致远、平

和自处，如果心心念念的还没来，我们也不要

去踟蹰。

  你们走出大学校门后，不要丧失种草拔

草、实现小心愿、发掘小确幸的能力，同时也要

学会克制大欲望、控制发宏愿；要从平淡甚至

挫败中汲取不断生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同时避

免死钻牛角、自找别扭的精神内耗。

  弘一法师李叔同用“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为其曾苦心孤诣的艺术教育事业的最终断舍

离作了注脚；日本漫画家宫崎骏则用他最后一

部动画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来反思和

割舍贯其一生的对早亡生母的深沉思念。我们

可以发现，最可怕的不是别人PUA你，而是自

己PUA自己，我们既不要怕苦畏难，更没必要

使自己沉沦于困苦。

  要知道，并非所有失败都源自无能，也并

非所有成功都理所当然。生命的累积性决定

了它自身的厚重，同样生命的或然性也绘就

了它的色彩，一段经历必然有其意义，但无所

谓颠覆。

  传播学院张悦姗同学有句话，我认为说得

很好：“有时‘失败’面的展示更能让同样处于

迷茫、困顿中的他人找到慰藉与共情点，相比

于关心成功者因何成功，我更在乎不成功者如

何自处。”她正是靠着这份宁静自处，以总分第

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平和淡然，不必强迫自己刻意吃苦，去追

逐、去等待“遥不可及的月亮”，即使生活琐碎，

即便世事多有变迁，还应“持身涉世，不可随境

而迁”；即使眼前有苟且、路上有阻碍，我们也

可乘窗前清风、放长眼量、温暖正义，转变的是

态度，坚守的是初心，用最积极的姿态去迎接

下一个春暖花开。

  三是在充满挑战和诱惑的工作中要学会

自信自强、刚健有为，如果感觉最初的理想就

要守不住了，我们也不能摇摆。

  理想在工作状态中容易受到困境的挑

战，年轻人转换角色、初入职场、接触陌生领

域都难免会犯错，从志得意满、指点江山到患

得患失、无能狂怒有时只在一时一事之间。一

遇到困难挫折、一遭受批评打击，动不动掀桌

子、撂挑子，这样只会消磨自己的理想、损害自

己的事业。

  我经常劝诫大家，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

事上练，真理想和好心性都是历经风雨磨出来

的，青春作为、青春风采都是在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广阔舞台上展现出来的。

  在当下，理想还会受到利、位、名等诱惑的

消磨。利的诱惑最为普遍，你们要在大义与小

利、公德与私利、利己与利他之间做好理性选

择，多一份自律自洽。

  位的诱惑最为直接，你们要正确认识环

境和自身、规划和计划、目标和目的，多一份

自在自如。大家都想做排头兵，也终究要有排

尾人，重要的是即便位置排队尾，态度上也不

能“吊车尾”。

  名对于读书人的影响力较大，古来就有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

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的诗句，你们要时刻

激励自己，多一份自尊自爱。

  总之，坚持理想、不懈努力是一个长久过

程和行为习惯，而非一种必然达到目的的手

段。诚然努力达致成功的因果关系随时会受到

各种因素的阻断，但我坚信，一以贯之的努力

仍然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必要条件。年轻人好胜

爱赢，但年轻人更要容错敢输，努力并坚持，才

是每个年轻人最好的样子！

  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所言：“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

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

  哪怕暂且不知心中的“田地”所在为何处，

也希望思想、念想、理性“丝丝缕缕入人心”，你

们毕业后仍然要在学问上细研究，在生活中不

讲究，在事业上不将就，既宁静致远，又心怀滚

烫，既守望梦想，又步伐坚实，学有所成、成你

所学，不停顿、不等待，在骄阳似火的六月里，

奔跑着拥抱最绚烂的人生。

  （文章为作者在华东政法大学2024届学生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节选）

怀揣梦想，奔跑着拥抱绚烂的人生

□ 方新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时光飞逝，一转眼居然已经是我作为苏州

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的第十二个典礼致辞了。

今年我想讲的题目是“努力成为一个有品味的

人”。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阅读的偶然。我一直

对修辞类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因为法学的目的

并不是探求真理，而是公平合理地解决人与人

之间产生的纠纷。因此，提升在法律问题上说

服他人的能力是法律人无法回避的任务，而这

正是修辞的核心功能。随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

义的兴起，修辞被污名化了，但是修辞学家们

一直没有放弃为修辞正名的努力。

  18世纪一位苏格兰学者提出一个让我耳

目一新的观点，修辞确实无助于探求真理，但

是通过修辞学习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品味。品味

的提升有助于一个人愿意并且能够从事“批

评”活动。因为，在试图说服他人的活动中，我

们难免要批评他人，同时也要接受他人的批

评。这种批评并不是使用高深莫测的术语挑剔

他人的毛病，真正的批评是高雅品味的产物，

它能够使我们在独立思考与判断的基础上对

相关问题作出全面评价，而不是“闭着眼睛人

云亦云”。品味是一种由理解和情感交织在一

起而形成的复合能力。一个有品味的人能够在

别人看不出什么名堂的地方发现美并且对美

有更深的感受。

  上述关于品味的解读似乎有点过于高大

上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到品味总是离不开衣

食住行。我感觉有必要先找一些相关书籍读一

下，把自己的品味提高一点再说。经过一番搜

寻，我发现关于品味的书籍居然有通俗版和学

术版两种类型，尤其是当我看到大卫·休谟和

康德居然都郑重其事地讨论过品味问题，康德

的《判断力批判》整本书都在讨论品味（只是中

文译者将相关德语单词译为鉴赏），内心里还

是非常激动，因为光是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

感觉自己的品味都提升了。

  无论是康德，还是休谟，他们在讨论品味

时尽管会举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例子，但是他

们真正关心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品味。康德确实

是一个美食家，他甚至专门请了一位厨艺精湛

的厨娘时常在家里请客，但是这和他成为顶尖

的哲学家没有任何关联。休谟作为苏格兰人的

骄傲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福，我有幸在爱丁堡品

尝过苏格兰名菜——— 哈吉斯（羊杂碎布丁），浅

尝了几口实在无法下咽。因此，当我站在皇家

一英里大道的休谟铜像前，内心里是既同情、

又钦佩，吃着这样的黑暗料理居然丝毫不影响

休谟极高的精神品味。休谟对此早有说明：“很

多时候，无论对一个人本身还是对他的朋友们

来说，异常灵敏的味觉都是一种很大的麻烦。

但是，灵敏的心智品味或美的品味却必定总是

一种可人的品质，因为它是一切最美好、最纯

净的快乐之源。”

  一位英国作家的离奇经历可能更有说服

力，他一直对富人们的奢侈品味既羡慕，又好

奇。他居然说服美国时尚杂志《GQ》的老板资

助他进行一项学术研究，即研究富人们的人生

顶级享受，最终以“专著”《有关品味》来结项。

这位作家完全放飞了自我，他先是定制了高档

西装，然后配上了顶级的巴拿马草帽、抽上了

顶级的哈瓦那雪茄、就着顶级的香槟酒品尝了

顶级的鱼子酱等，总之钱没少花，品味也被撑

到了天花板。

  这番经历带来的结果是：第一，据这位作

家本人说，在回归正常生活以后再也咽不下

普通的鱼子酱，也喝不了普通的香槟酒了；第

二，当他一次次将鼻子紧贴在窗玻璃上，仔细

观察富人们的举动，却发现这些人并不像我

们以为的那般乐在其中。一些在我们看来无

比琐碎的细节，在他们眼中却已经是极为不

堪了。在四年的奢侈品味考察中，他发现最舒

心的还是和各类奢侈品制作者们的会面，聆

听这些来自各个行业、学识渊博的能工巧匠

说的话，不论他们讲述的是巴拿马草帽，还是

如何精心地用苏玳葡萄酒蒸鹅肝，都能带给

他莫大的启迪。

  实际上这种启迪完全没必要通过让时尚

杂志老板充当冤大头来实现，几千年前我们的

老祖宗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已经把这

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了。文惠君能够发现庖丁解

牛的美，确实体现了自己的品味，因为他发现

了一般人未能注意的美，但是庖丁通过精研牛

的身体结构，在解牛过程中创造出美，其品味

显然高出一个层次。当庖丁解牛结束，“提刀而

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时，完全体现出

庖丁对自身职业品味的极端满意和自豪。

  无论是汉语中的品味，还是英语的TASTE、

意大利语的GUSTO、德语的GESCHMACK，其

原意均是味道的意思。上述西语单词均是对拉

丁语SAPORE的民族语言转述，但是一个关键

的信息被丢失了，即拉丁语中的智慧SAPIENS

源自SAPORE。因此，德国哲学家尼采非常精

确地指出，一个有品味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

人，两者源自同一词根。

  一旦将品味和智慧联系起来，我们就能

明白美和崇高的区别。用康德的话说，两者的

感受都是惬意的，但是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

表现出来。崇高令人激动、美则令人迷恋。对

美的感受是通过眼睛放光、笑逐颜开、高声欢

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崇高感时而伴有一些恐

惧或者伤感、时而伴有宁静的赞叹、时而伴有

弥漫在一种崇高计划上的美，这是一种华丽

的崇高。

  一旦我们能够明白美和崇高的区别，也就

能理解一个人的品味和道德感的关联。康德之

所以要区分美和崇高，目的是在每一个年轻人

心中及早地把道德的情感升华为积极的感受，

以免所有的品味仅仅以转瞬即逝的、休闲的愉

悦为目的。建立品味的真正入门就是发展道德

理念和培养道德情感，因为只有当感性和道德

情感达到一致时，真正的品味才具有某种确定

不变的形式。任何问题只要经过康德的分析，

立马就变得深奥起来。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得

不佩服他的理论穿透力。任何一个审美品味正

常的人，都不会否认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

日》中的绝世美貌。赫本晚年容颜衰老却积极

投身慈善事业，当我们看到她抱着瘦骨嶙峋的

非洲儿童的照片，内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崇高的

感觉。

  你们也不要被品味的崇高感吓住了，因为

一个人不可能从始至终维持在崇高的状态。康

德也告诫我们，崇高的感受更强有力地绷紧了

灵魂的力量，因而更易使人疲倦。崇高的品性

让人敬重，美的品性则引起爱。人们总是过于

尊重崇高的人，以至于无法去爱他。他引起惊

赞，但却太高于我们之上了，以至于我们不敢

以亲密无间的爱去接近他。用通俗的话说，就

是太崇高的人容易变成单身狗。

  因此，一个人注重衣食住行的生活品味无

可厚非，这是热爱生活的表现。即使偶尔追求

一下奢侈的品味，用大卫·休谟的话说也不是

一种恶德，只要他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同时在

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功

成名就、腰缠万贯，能够经常就着顶级的香槟

酒品尝顶级的鱼子酱，我无法否认你拥有非常

高的生活品味。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心念母校

的发展，从而省下几次品尝顶级鱼子酱的钱资

助法学院的建设，偶尔让自己的品味上升到崇

高的境界，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

  让我们共勉，一起努力成为有品味的人，

最好是偶尔也成为有崇高品味的人！

  （文章为作者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24

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努力成为一个有品味的人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在京发布

  7月7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法治实施

报告(2024)》发布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实施”专题研讨会在

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景汉朝，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甘藏春，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案例法

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中国法律援助和

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张建华出席会议并致辞，10位名

家发表专题演讲。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直播模式。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由来自20所高校，9家实务部门，共40

位著名学者和实务专家联袂创作。全书共80万余字，分四大部分共20

个报告和10篇名家评案，多维度全景式展示了过去一年中国法治运行

的客观情况，总结特点、发现规律、挖掘问题、提供对策。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发布会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董治

良主持。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副主编蒋建湘指

出，《中国法治实施报告》旨在全方位见证中国法治实施进程，为法治中

国实践提供持续、系统的“年度体检”，迄今已持续运作十二年，全方位

不间断地记录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步伐与成就，迄今已出版十一

卷报告，总计800余万字。《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汇集了国内各领

域最顶尖的法学专家和实务工作者的智慧与经验，完整记录、深入研究

和系统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全国各领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主编江必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宝贵经验就

是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

其复杂性和难度可想而知。唯有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才能减少进

一步全面改革的阻力；唯有坚持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才

能巩固深化改革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宝贵成果。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副主编王红霞代表主创团队发布了《中国

法治实施报告（2024）》主要成果。她指出，2023年，各领域执法和司法

办案一方面更加注重“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努力寻求法律实施的横

向公平；另一方面着力探索“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从分级分类监管到

裁量精细精准，从认罪认罚从宽、首微违法轻免，到恶性违法行为的

重点整治严厉打击，法治实施的精确性、精准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

大规模频密修法对制度体系的内部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涉网违

法行为的技术性、隐蔽性愈发增强。“科学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

法”在多领域仍有发生；严格执法总要求催生的机械执法个案动辄引

发社会关注；做实做深能动履职仍有广大的努力空间。有限的行政、

司法资源与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的矛盾仍是高效法治实施的基本

矛盾。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完整记录了新时代中

国法治实施的生动实践，全景呈现了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划时代的进

展，是我们当代或者后代研究中国法治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全面的参

考资料。论坛主旨演讲阶段由中南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毛俊响主持。

景汉朝、张雪樵、甘藏春、胡云腾、高子程、张建华等分别就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与政法工作、检察工作、法治政府建设、司法工作、律师行

业发展与法律援助方面发表了演讲。

（王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