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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物诉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故事
□ 叶 桉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 邱少晖 余钊飞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中央苏区领导革命战争的期间，
开展了初具规模、卓有成效、特色鲜明
的经济、文化和政权等建设，是中国共
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
创 造 出 一 片 “ 自 由 的 光 明 新 天 地 ”。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一苏大会”，宣告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
立，开辟了红色政权建设的新道路，创
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一个崭新的国家政权在中国
大地上建立起来。而这一坚实的根基在
于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

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
产党在长期的工农武装斗争割据过程中

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国家的制
度，这一整套代表广大工农大众利益并
由工农大众参与民主管理的国家权力机
构和行政机构，是基于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宪法 （草案）》 规定的“全中华苏
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
高权力机关”，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最根本的制度，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
等。而构成这一政治制度的原则是民主
集中制。

《红色文物有“话”说》 一书 （徐
佳佳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一
个独特、新颖且重要的视角，用红色文
物“诉说”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全书共
有 4 章 19 节 77 目，其中 4 章通过对“苏
维 埃 （工 农 兵） 代 表 大 会 遗 址 解 读 ”

“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流程解读”“苏维
埃代表大会相关法律文件解读”“苏维
埃 代 表 大 会 宣 传 文 物 解 读 ”， 以 及 对

“一苏大会”会址——谢代宗祠等 14 节
和“一苏大会”会场使用过的汽灯和座
钟等 77 目的研究，比较全面地用“档
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
证、物证”诉说了、再现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比较系
统地荟萃了包括各类报纸、书籍、标

语、证章、登记表、图册等在内的大量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珍贵史料；比较充分
地诠释了当年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织构
成和运行过程。这种让文物说“话”的
研究视角和方式，既做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应该“让历史
说话，用史实发言”的殷切要求，也使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路
径、方法、手段及成就等相关研究有了
更直观、直接的了解与把握，使得一些
深奥的理论问题研究有了更具体、具象
的依据与实证。

例如，列宁同志曾经指出，“一切
权力归苏维埃”，就是对整个旧的国家
机构，对这种阻挠一切民主措施的官吏
机构，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取消这种机
构，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机构，真正民
主的苏维埃机构，即有组织的、武装起
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
的机构，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
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
造方面，能够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通
过本书作者的研究，我们对上述的经典
语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找到了答案，
因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
规定，16 岁以上的工农兵都可以“直
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
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

事务”，苏区真正实现了“每个革命群
众都要参加政权”，能够“话事”，能够
对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奖惩和
罢免。

又如，方志敏的 《我从事革命斗争
的略述》 一文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强调
的就是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

“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
德谟克西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
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红色文物有

“话”说》 所罗列的省级、县级苏维埃
（工农兵） 代表大会的文物解读和图片
呈现，展示出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像一张
严密的大网，将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在一
起，体现了苏维埃政府是一个“完全责
任”的政权，“一方面是打击反革命的
武器，另一方面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
己的工具”。

总 而 言 之 ，《红 色 文 物 有 “ 话 ”
说》 对 中 央 苏 区 建 立 统 一 领 导 机 制

（如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
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
员会等中央政权机构的组织系统）、建
立代表会议制度、建立民主选举制度
等作了图文并茂的阐述和呈现，让我
们真正理解到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
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的“苏维埃

政 权 的 民 主 ， 发 展 到 了 这 样 的 程
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制度所不曾
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
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
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
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适应国内战
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
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

瑞 金 是 享 誉 中 外 的 红 色 故 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伟大建党
精神、建军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在这
里继承弘扬，形成了苏区精神，是
长征精神的源头和老区精神的重要
诞 生 地 。 1931 年 11 月 7 日 至 20 日 ，

“一苏大会”在叶坪隆重举行，宣告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正式成立，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
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通过了宪法
大纲等决议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正式以国家形态
出现。1934 年 1 月，“二苏大会”在
沙洲坝召开，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政府，通过了修改后的
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
徽、军旗以及关于确立 8 月 1 日为建
军节等决定。因此，瑞金作为赤色
首都，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八
一 建 军 节 的 诞 生 地 。《红 色 文 物 有

“话”说》 一书选取以瑞金为代表的
原中央苏区多个核心县的珍贵文物
资料，阐释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的发展和演变历史，是对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
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
下去”“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
起来”以及“在奋斗征程上，必须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
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
运掌握在人民手中”等重要讲话精
神的贯彻落实，对进一步系统、深
入、全面地保护、整理、研究和利
用苏维埃代表大会红色文物及其背
后的历史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国
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地方文化研究》主编）

2024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强调要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
根基。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是新时代法治理论研究的重要
课题，对于化解好社会矛盾具有重要
意义。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的历史
渊源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是中华传
统和合文化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转
化，通过融合六尺巷礼让典故实现了基
层治理的创新性发展。

六尺巷典故最早可见于清代姚永朴
《旧 闻 随 笔》 和 民 国 时 期 《桐 城 县 志
略》 的 记 载 。 据 《旧 闻 随 笔》 所 记 ：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
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
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
地至今名六尺巷。”

六 尺 巷 典 故 蕴 含 的 “ 礼 让 和 为
贵”处世理念与传统和合文化紧密关
联。“和”“合”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
文中。“和”指演奏吹打类乐器，引申
为声音的和谐，后被广泛运用到自然
和社会的关系中，如和谐、和平、和
善 等 。“ 合 ” 的 本 义 是 上 下 唇 合 拢 ，

“合”指器物相扣合之意，引申为多样
事物相配合、相融合。“和合”一词最
早出现于 《国语·郑语》 的“商契能
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其意为
将 “ 五 教 ”（父 义 、 母 慈 、 兄 友 、 弟
恭、子孝） 加以和合。和合文化强调
在 尊 重 多 样 性 和 差 异 性 存 在 的 前 提
下 ， 通 过 “ 合 ” 的 统 一 性 与 协 调 性 ，
化解各类矛盾不同的事物，让各个主
体、元素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保持动
态平衡。就相互关系而言，让是一种
方式，和是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具体内涵
做了高度概括，其中之一就是天下无
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处世方式孕
育于桐城地方风俗文化的长期洗礼。据
清代道光七年 （1827 年）《桐城续修县
志》 所载：“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
通衢曲巷，书声夜半不绝。士重衣冠，
无以小帽、马褂行于市者，虽盛暑不
苟 ”“ 重 长 幼 之 序 ， 遭 长 者 于 道 垂 手
立，长者问则对，不问则待长者过然后
行，或随长者行，毋敢逾越”“郭门以
外，西北环山，民愿而朴；东南滨水，
民秀而文。四乡风气质朴，耕读各世其
业，皆能重节义、急租输、敬官长。”
在桐城遗传至今的各类家法族规中亦能
见到对礼让的强调，如 《许氏宗谱》 族
规中的“凡我子孙，不可不明礼让”，

《刘氏宗谱》 家范中的“和乡里”“倘若

能平情合理、明礼谦让的话，宇内尽似
阳春一片。”讲礼让、重和气，构成桐
城从古至今所崇尚的美德，也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始终遵循。

2015 年，桐城市人民法院依托六
尺巷传统礼让文化提出“六尺巷调解工
作法”。因成效显著，该工作法逐步扩
展 运 用 到 桐 城 市 社 会 治 理 的 各 个 领
域，形成了“谦和礼让，知进退，和
为贵”为基本内涵，“源头治理、多元
共 治 、 和 谐 共 享 ” 为 主 要 体 系 ， 以

“党建领事、礼让和事、村民说事、多
元解事、网格管事、群力防事”为核
心 内 容 的 “ 新 时 代 六 尺 巷 工 作 法 ”。
2023 年，“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被写
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入选全国

“枫桥式工作法”。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的实践
逻辑

作为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创造的“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其实
质是“以让促和”“以调促和”的基层
治理经验。调解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调解主要包
括 人 民 调 解 、 行 业 调 解 、 行 政 调 解 、
诉讼调解等。面对转型时期社会矛盾
纠纷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运用调解方
式解决纠纷有助于缓和矛盾以及从根
本上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桐城
考察时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
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
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
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
作 用 ， 营 造 安 居 乐 业 的 和 谐 社 会 环
境。”“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的首要
实践逻辑即调解法的普遍实施：

（一） 调解法的镇村 （街居） 运用
镇村 （街居） 处于矛盾的第一线和

纠纷的最前端，是解决基层矛盾纠纷的
主体力量。一方面，桐城通过构建村居
民说事制度，搭建解决矛盾纠纷的熟人
平 台 。 以 村 民 说 事 为 例 ， 吸 收 “ 五
老”、村民组长、村民代表、两代表一
委员、法律明白人、驻村法律顾问、好
人、好婆媳等主体组建村民说事会，常
态化地组织村民讨论村务村事，解决村
民反映强烈的难题，如拆除有安全隐患
的废弃房屋、村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
等，可能产生纠纷的大量潜在问题被化
解于无形。另一方面，镇街、村居两级
综治中心全面设置“六尺巷调解工作
室”，整合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
信访办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部门资源
力量。

（二） 调解法的县域应用
为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

一 地 ”， 桐 城 市 打 造 集 接 访 、 矛 盾 调
解、法律服务、心理咨询于一体的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中心实行“一窗受
理、多元联调、跟踪评估”的闭环运作
机制，对矛盾纠纷事项分级管、分类
办，统分结合、协调联动，通过发挥警

调、诉调、检调、访调、专调“五调”
联动优势，情、理、法、德多元手段结
合，寓调于服务，中心逐渐成为桐城回

应群众诉求的“服务站”、化解矛盾纠
纷的“终点站”和践行“新时代六尺巷
工作法”的示范窗口。中心同时联动

镇、村两级，打通上下级壁垒，构建
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共同体。

（三） 调解法的司法适用
桐城市人民法院充分运用传统文

化资源，创造性地提出了“六尺巷调
解工作法”，并逐步迭代升级为“六
尺巷调解法”。其核心要义是以六尺
巷“和为贵”理念为指导，在诉中诉
后充分把握一切调解机会，借助专
业、行业、社会、党政部门、基层自
治组织等力量，以法治为原则，运用
听 （倾听当事人陈述）、辩 （释法明
理）、劝 （实地参观六尺巷，进行劝
导）、借 （借古喻今，借力调解）、让

（强者先让，互谅互让）、和 （解决争
议，握手言和） 六步操作规程，化解
各类纠纷，修复社会关系，使案件的
审理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的有机统一。就具体方式而言，
桐城法院通过将“法官工作室”设立
到村居、在矛调中心成立速裁法庭、
吸收社会力量进入司法调解等方式，
有力地拓展了调解的应用场域，并实
际提升了调解的司法效能。就具体操
作而言，桐城法院注重以“双方诉
求”为着力点，努力找到双方当事人
的利益平衡点，鼓励当事人在相互尊
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解
决，使当事人做到“进”而有度，不
得寸进尺，“退”而有节，不委曲求
全，以调解方式化解了大量矛盾纠
纷，不少案件以调解、和解或撤诉方
式结案。

当然，构成“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这一基层治理工作方法的实践逻
辑绝不仅仅局限于调解法的运用，其
包含的丰富体系覆盖了基层治理的全
方面与各领域。但调解法的多场景反
复适用助推传统法律文化在基层的创
新发展及深入人心，其背后蕴含的理
念、价值与精神成为党政群良善关系
的黏合剂，也为如何进一步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开辟了新路径。

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对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
启示

传统国家治理始终具有隆礼重法
的基本特征。但自近代以来，法治逐
渐成为社会共识，德治礼治的功能被
选择性忽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
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法治的持续生
长，诉讼成为解纷的主渠道。同时，
乡村社会传统权威的没落、城市单位
功能的弱化，导致传统德治礼治实施
的社会根基受到削弱，德治礼治发挥
作用的渠道与空间被压缩。然而，法
治的解纷效能受制于法治运行的程序
主义和司法供给力量的不足，实践中
曾长期存在立案难、执行难、成本
高、案结事不了等现象。基于此，发
挥传统德治礼治的解纷优势，让矛盾

纠纷化解于萌芽，成为社会转型时期
国家治理的迫切需求，调解的价值日
益凸显。但如何提升调解效能，实现
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成为理论和实
践的共同难题。桐城“新时代六尺巷
工作法”为基层治理领域如何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新范式：

（一） 完善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
机制

传统科层化体制的层级分隔和部
门壁垒，以及单向度的管控支配模式
是治理效能偏低的重要原因。治理的
扁平化成为提升其效能的关键。基层
党 组 织 作 为 基 层 治 理 的 “ 元 治 理 ”
者，能够通过治理结构再造促进不同
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配合，以治理对象
为中心形成治理集群，有助于实现治
理事务的集成式解决。

（二） 夯实基层治理的自治组织
基础

桐城村居调解法的落地依赖于村
居民说事制度的有效性。当前城市居
民之间因缺少共同利害关系而呈现疏
离状态，大量农村居民因人财物外流
而彼此关系生疏，村庄认同感走向削
弱，农村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半熟
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村居民之间缺
乏组织力，难以助力基层治理。桐城
通过适当缩小自治单元规模，力求村
民说事场景的不断演练，推进陌生人
社会熟人化，村居民社会关联度得以
提升，公共需求和日常纠纷逐步被纳
入到可控范畴内。

（三） 发 挥 调 解 中 的 文 化 润 滑
作用

现代调解制度蕴含丰富的法治因
子，法治构成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法
律的刚性及权利义务的冲突性容易强
化具体纠纷的对抗性，不利于纠纷化
解。通过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楷模等
主体的参与，说理过程对情理法的兼
顾，传统文化典故的反复熏陶等方
式，让和合、礼让等文化理念充分融
入调解过程，有助于增进调解的共情
性与可接受性。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桐城时指出，
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
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
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问题，化
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
谐。新时期继续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

“枫桥经验”，弘扬六尺巷“和为贵”
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好党建引领、居
民自治、调解解纷作用，将传统和合
文化、礼让精神全面融入基层治理，
是实践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路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研究”（24YJA710041） 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六尺巷和
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教授）

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 邱少晖 摄

桐城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孔城人民法庭庭长张诚（右三）正在主持调解。
桂小兵 摄

桐城市西苑社区书记乔丽娟（右二）正在用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主持调解。
江道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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