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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7年9月，“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次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标志着
中共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成为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一个新的里程碑。
10年后，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场上声如洪钟：“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回首十年，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易背后有哪些内情？
如何评价中国法冶建设的得失？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
中国未来的法治蓝图又该如何设计？
且听知名的法学理论家与卓越的依法治国实践者的有关盘点。
　　尽管他们所见证的中国法治在记忆中不尽是甜美的片断，但共同感受到法治的阳光正暖暖地照耀
着巾华民族复兴、社会和谐的前程。
法治建设已成为惠及中国人民的伟大工程，唯其伟大，才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一代代继续努力
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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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玮，曾用名新伟，笔名愚公，湖北赤壁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资深记者。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在新闻出版界有“红色传记
作家”与“高端人物的解密者”之誉。
曾供职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杂志社等中央新闻单位。
出版有《世纪小平》、《魅力陈云》、《敦厚朱德》和《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触摸红墙》
等32部（卷），并有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共计1000余万字；近100次获各级各类奖励或表彰；
多次参与全国“两会”等重大战役性新闻报道，且系大型电视专题片《探访文明————红色之旅》
总撰稿。
吴志菲，笔名无非，记者型青年作家。
湖南耒阳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先后毕业于黄石理工学院与湖北大学
，在新闻出版界有“智囊传记专业户”之誉。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与（新华文摘）、《读者》及中央电台等300多家媒体
刊播或被转载各类作品300多万字；出版有《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丛书）、《第三只眼看人居》
、《军之骄子》、《红色之恋》、《中国经济前沿报告》、《中南海大讲堂》等10多部，有作品入选
“年度优秀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大众日报》
等多家报刊曾报道过其创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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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韩德培：用世纪生命丈量中国法制进程“中国当代法学10人”中唯一存世者曾挽回上亿美元的损失太
平天国军人之后留洋到哈佛如皋之子从哈佛“落户”珞珈山后，曾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党龄只
有20多年，与党结缘却超过70年读书、带学生是他的晚年生活两部曲马克昌：为民请愿的大律师背着
“右派”的黑锅20余年，却在日后为造反主犯辩护情与法的两难选择中正视人权呼吁死刑制度改革，
一次次请求刀下留人一代宗师为民请愿，新的生命从80岁开始高铭暄：“法”门子弟成为刑法斗的“
法门”风雨人生与刑法典诞生的曲折历程几乎同步在分歧和争论中高瞻远瞩“法”门子弟吃上刑法学
这碗饭细述死刑适用的必要性与慎重性和职务犯罪的刑法对策新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与首位国际刑法
学博士背后的倾注江平：我只坐在真理和法律这边亲历《物权法》酝酿到出台的艰难历程民法专家直
面质疑而条分缕析《物权法》怀揣“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信念参与构建中国民法大厦从“抢白旗”
到“抢”回一顶“右派”帽子诸多头衔中最爱的却是被人称为“江老师”在法学前沿呐喊的法学活动
家夏家骏：“布衣常委”是顶沉重的桂冠百姓的法律顾问：我没有特权，只有胆量湘西孤儿：周总理
亲自过问办理我的进京户口长了两个胆的人：“成克杰案”是我开的头一炮苦行僧：享受部级待遇的
他，为省手机费发短信摁肿了大拇指大杂家：走遍全国习字著书是他所期待的退休生活李龙：寒窗·
铁窗·冷板凳苦苦追索而凝聚人本法律观人权、法治与宪政理论研究的突破研究无罪推理原理而自己
却“无罪”入狱20年附录：我眼中的《中国高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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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德培：用世纪生命丈量中国法制进程武汉大学是国内一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汇聚了
许多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泰斗级大家，可谓精英荟萃、星斗辉映之地。
在武大著名学者星群中。
韩德培教授是最年长的一颗“明星”，他出生于1911年，跨越了北洋政府及民国时期，在新中国建立
初期便已是公认的我国国际私法学权威。
如今，在中国法学界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老人更是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育家。
当记者走进韩德培位于武汉珞珈山下的家，第一印象便是惊奇于年近百岁的老人竟是如此健朗：书写
、阅读全靠自己，与人交谈时言语清晰，不断配合以手势：接下来便是对老人整洁简朴居室里沿墙而
立的满架书籍惊奇地张开大嘴——书架从客厅一直延伸到书房，各类书籍有序排列，这种景象好像也
在默默诠释老人的学术泰斗级身份。
对话间，韩德培时而开怀一笑，时而停顿沉思，如祖父般和蔼慈祥又语重心长，又如年轻人般思维活
跃而富于逻辑⋯⋯“中国当代法学10人”中唯一存世者曾挽回上亿美元的损失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
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
已经作古，今天唯一健在的是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的韩德培，他是武汉大学终身教授，至今仍在为之辛勤耕耘。
几乎与20世纪同行的韩德培，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
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
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
在珞珊山任教的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
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
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
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
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
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
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
》，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
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
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
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
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人说，韩德培是我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常青树”，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在“反右”及“文革
”中两度被错误划为“右派”，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脱下“右派”帽子的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
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最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被
公认为是新中国国际私法的一代宗师。
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
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
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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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上世纪80年代，韩德培主持编写的《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并获国家级优秀教
材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
1993年，韩德培在“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重构”一文中。
提出了重构我国国际私法的基本思路，在他1999年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则创立了现代国际私法学
新体系。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
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
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
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取得
了突出成绩。
鲜为人知的是，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
涉外合同。
然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
终止合同必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
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
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
同。
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
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
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
除了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
说起自己当初涉足环境法学研究的缘起，老人回忆道：“改革开放后，我出访许多欧美国家。
所到之处环境优美、绿草如茵，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座右铭就是‘请在草上走’。
”出国考察之后，韩德培了解到，这些国家环境之所以如此优美，他们的经验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治理
环境。
给他印象深刻的是出席国际会议时，碰到许多外国的环境法专家，甚至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小国
，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却没有有自己的环境法专家。
可是，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
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家环
境法研究所。
而且，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迄今为
止的唯一的全国高等院校环境法通用教材，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
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
199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首任会长。
他还多次出席环境法方面的国际会议，提交多篇学术论文，向国外介绍了我国近年对环境保护采取的
重要政策和各种措施，帮助与会各国代表进一步了解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现在，老人还担任着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顾问，还在为我国环境法建设尽心竭力。
谈到目前环境法面临的最大问题，韩德培认为是执法不力，“地方部门为了偏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
环保，对环保部门执法视而不见，导致环境法在许多地方无法执行。
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环保法的执法力度。
无论任何项目的立项，必须通过上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测评报告，否则，不能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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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力推广环境法”。
老人强调，目前我国的一些政府机关、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环境法治
的建设，而对于环境法律工作者来说除了进行研究外，在推广方面应还大有可为。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韩德培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先后赴美国、日本等国讲学或参加会议。
为中国国际法和环境法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4年，韩德培被武汉大学评定为“终身教授”和首批“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
如今，耄耋高龄的韩德培仍然工作在第一线，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法研究所
名誉所长、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还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职。
对于自己身上众多的社会兼职，韩德培从来没有去统计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头衔，他笑言，“多数是挂
名，只顾不问”。
太平天国军人之后留洋到哈佛为中国法制事业劳思奋笔一生的韩德培，血管里流的是太平天国军人的
滚烫血液。
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在苏州，以织绸缎这种手艺积攒了一些钱，后定居如皋。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
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
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
谁料第二年的2月6日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
出生了。
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
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当时在苏北有“金如皋，银泰兴”的说法，如皋人贪图安逸的乡土观念很重，很少有人愿意远走他乡
。
与一般如皋人思安求逸的思想不同，聪慧过人的韩德培从小便有好学之心，但他的求学之路却比较坎
坷。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
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
、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
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
15岁小学毕业后，因家里经济拮据，韩德培得知祖父要送他去商店当学徒，但是求学心切的他坚决不
同意。
恰好如皋有一师范学校招考初中生，不收学费和食宿费，韩德培兴冲冲地去报名参加考试。
报考的人一共有488人，只录取40名。
结果他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鉴于这些情况，祖父也就不好再阻拦，转而同意他去读师范。
在师范读书的3年半时间，韩德培不但认真地学习各门功课，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广泛涉
猎课外的知识。
此外，他还养成了每天必读报纸的习惯，关心国家大事。
这段时期的学习，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小小的如皋县之外。
还有一个广大复杂的中国和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也更加坚定了韩德培继续求学的决心。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由于是免费入学，按照规定韩德培在毕业后须在小学作几年教学工作，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
小学教书。
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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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京江小学和如皋师范的几位老师，特别是他的一个舅舅的大力鼓舞和支持下，韩德培决定报
考南通中学。
按照规定，韩德培只能报考高一学期的插班生，但为了节省时间，他越级报考高二下学期的插班生，
竞然以第1名的成绩被录取。
南通中学高中部分文科班与理科班，两班分开上课。
韩德培在文科班读了一年半。
好学的他还选读了由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老师讲授的法语。
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
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
试保送中大。
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
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
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
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
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他在浙江大学只读了半年，但这半年却使他收获很大。
因为浙大文理学院的学生不管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的，都一律应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
这些课程使他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虎添翼。
后来，韩德培在任武汉大学领导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常常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了解一些自然
科学的知识。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
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
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
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
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注意到“听谢教授
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人们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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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端访问11:伴随中国法治进程的13种声音》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易背后的内情尽在其中，法学大家的学术与依法治国的实践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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