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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

用好俗语谚语本土传统文化 融入释法说理做实定分止争
刘亚平

行业报纸扩大学术影响力的方式
——以《人民法院报》为考察对象

□ 刘 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
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
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俗语
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流传、言简意赅的固定
语句，是人民群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
总结。俗语谚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
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社会道德价值，能够传递智
慧、启迪思维、指引行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润一方情”。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是实现矛盾纠纷定分止争的
主阵地，人民法官应将俗语谚语等融入矛盾纠纷
化解的全过程，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释法说理，
实现以文化人、以文促治、以文调合的文化赋能
治理作用，把定分止争做深做实，让赢的一方赢
得明白，让输的一方输得服气，“事心双结”“案结
事了”。为此，人民法官对本土俗语谚语要在“学
深悟透、用活用好”上下功夫、见成效。

用 俗 语 谚 语 释 法 说 理 ，法 官 要 有“ 金 刚
钻”。“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司法工作既
是法治工作，也是文化工作。作为法官，精通法
律是基本要求，同时也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

养。一个案件应调解或是裁判，不是冷冰
冰的法律“武”断，更需热乎乎的言语

“文”暖，“文”“武”双全，才是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的内涵。用俗语谚语

释法说理，前提是法官必须对本土俗语谚语了
如指掌。不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法官，还是外
地通过公考进入法院工作的干警，既然选择了
法官这一神圣职业，就应克服“水土不服”，故应
对本土的俗语谚语的历史来源、文化背景、深层
含义、运用场景等追本溯源、寻根问祖，“嚼碎吃
透”，练就用好俗语谚语释法说理的基本功。“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法官在调解案件、庭审陈述
和辩论时，应留心倾听当事人的“乡音乡语”“土
话土语”等，对一些既是大实话、又富哲理性，既
具教育性、又含规制性的俗语谚语应及时整理
记录，同时利用下乡送达、入户调解、现场调查
等时机，专心收集流传于民间说理性强，群众耳
熟能详、可接受的俗语谚语等，对收集到的俗语
谚语等应按照其释法说理所对应的案件类型加
以整理，如邻里纠纷类，可把“让人一步自己宽”

“吃亏是福”等加以归类，如赡养老人纠纷类，可
把“家有一老，胜过一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等加以归类，等等。日积月累，形成一套用于调
解纠纷、定分止争的文化“宝典”，法官则成为让

“宝典”说话，让群众乐听、寓教于调、调治融合
的“乡土法官”。同时，对一些难以理解的本土
俗语谚语，法官应积极向身边的老法官，向当地
的老教师，向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等
学习请教，学懂悟透，以熟练掌握和运用本土俗
语谚语这一“金刚钻”，做深做实定分止争这一

“瓷器活”。
用俗语谚语释法说理，法官要会“看火候”。

“打铁看火候，说话看眼色”。矛盾纠纷的调解是
一门融合智慧与技巧的艺术，它不仅是化解矛盾
纠纷的手段，更是促进理解与共情的桥梁。法官
用俗语谚语释法说理融入矛盾纠纷化解，把握

“火候”是关键，恰逢其时地运用能事半功倍，错
失时机则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因此，法官应准

确研判矛盾纠纷发展态势、激化程度，
化危为机，寓情于理，息诉止

争。在矛盾纠纷初发期用“文火”，对事实争议不
大、情绪比较平稳的当事人，法官在释法的同时，
首要把与化解矛盾纠纷有关的俗语谚语像拉家
常似的，不厌其烦地讲道理、摆事理，尽早打开纠
纷“事结”，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在矛盾纠纷僵
持期用“中火”，对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情绪激
动、一时矛盾难以调和的，法官不应急于求成，而
是让双方冷静下来，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以“法
律规定+俗语谚语+情感介入”的方式，以法定
性、以德攻心、以情共情，把双方的火气降下来，
把事实证据摆出来，谁输谁赢心里明白，实现了

“握手言和、事了气顺”的社会效果。在矛盾纠纷
的激化期用“大火”，对一些事实争议较大、当事
人“针尖对麦芒”的，经反复调解仍无法调和的，
法官依法作出裁判，但不能一判了之，应及时跟
进用俗语谚语释法说理工作，通过判后谈心谈
话、法官寄语或结案回访等方式，以“牛头不烂，
多费木炭”的耐心继续释明法理，讲明道理，刚柔
并济，让判决有法有情有温度。

用俗语谚语释法说理，法官要善于“医心
病”。“心病还得心药医”。众所周知，矛盾纠纷
的产生，不是一方的原因，即“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巴掌都有过”。因此，法官在化解矛盾纠纷
时应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真找
准产生矛盾纠纷的“痛处”，多方分析和考量潜
在深层次的“心病”，从收集整理的俗语谚语“宝
典”中开出医治“心病”的“良药”，用群众听得
懂、可接受的俗语谚语直抵敏感点和阵痛处，用
俗语谚语这一“心药”去医治矛盾纠纷双方当事
人纠结难舍的“心病”。如在调解一起赡养纠纷
案时，庭上父亲指责儿子不孝，儿子却埋怨父亲
小时候就没把他当作亲生的看待，也没有好好
供他读书，导致他现在务农收入微薄，无法给付
赡养费，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当法官得知老人
的儿子是领养的，综合“诊断”“领养”和“困难”
是纠纷发生的“心病”，于是用“没吃怀中奶，吃
过手中饭”“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等，

劝说儿子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不能忘了老人从小到大的养育之恩、呵护之
心、关爱之情，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爹养儿
小，儿养爹老”等，劝说儿子人都要老的，父亲的
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应换位思考，趁老人有生之
年珍惜尽孝之责，用“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
积德累福”等，劝说儿子有德比有钱更重要，尊
老敬老不仅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更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同时用“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和“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劝慰老人要理解儿子目前的家
庭状况和经济收入，应原谅其过错，让儿子尽力
尽孝等进行释法说理。经过反复劝说和开导，
儿子认错，父亲知过，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如在
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时，夫妻双方均为“80”后，
来时吵吵闹闹，异口同声坚决要离婚。法官并
没有马上询问离婚的缘由，而是给他们每人倒
了一杯热水后，和他们拉起了家常，当得知他们
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离婚是因丈夫说妻子偏心，
平时给自己的父母买的东西多，给公公婆婆买
得少，一气之下闹离婚。法官听后，综合研判这
是一对冲动型离婚当事人，于是用“宁拆十座庙
不毁一桩婚”等，劝说他们应认识婚姻的重要性
和责任心，告诫他们婚姻是神圣的、是受法律保
护的，不是夫妻之间的小事，是关乎父母、孩子、
家庭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用“一日夫妻百日
恩”等，劝说他们应回首夫妻结婚十多年共同走
过的感情心路，应深知牵手是缘、珍惜是魂、坚
守是根，应学会谅解，不因芝麻小事影响感情，
应在相互理解中更好地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通过反复劝说，使得一对夫妻吵吵闹闹来，欢喜
牵手回。

文化赋能、以文促治，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合的应有
之义。人民法官在司法工作中应践行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俗语谚语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审判工作结合好、运用好，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
判实践，让定分止争接地气、暖人心。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人民法院）

精神长河的壮丽画卷
——读 《大河奔流》

甘武进

2024 年 12 月 ， 中 国 知 网 在 北 京 发 布 了
《高学术影响力中国报纸评价报告》，《人民法
院报》 入选“2024 年度高学术影响力中国报
纸”，并位居法律类第一名。该报告指出，报
纸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刊载的新
闻报道、专题报道、评论和观点等各类文章对
学术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报纸具有时效性
强、权威性强、报道客观、文字简洁明了、内
容深入连续、可读性高等特点，发挥了信息传
播、学术讨论平台等作用，深刻影响了学术研
究工作。

该 报 告 从 学 术 文 献 引 用 视 角 ， 统 计 了
2023 年 中 国 知 网 收 录 的 学 术 期 刊 、 学 位 论
文、会议论文 3类学术文献引用近十年 （2014年
至 2023 年） 报纸发表文章的情况，客观反映
了报纸在学术人才培育和各学科发展中发挥的
重要影响力，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报业传媒与学
术研究的跨界合作与深度融合发展。

作为行业报纸，《人民法院报》 能够入选
“高学术影响力中国报纸”且在法律类排名中
位居第一，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例如，行业
报纸如何扩大在本行业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
如何从新闻传播界“破圈”学术研究界，有哪
些方式方法值得分析分享等。深入分析研究这
些问题，有助于在新媒体时代和新传播形势
下，进一步发挥传统行业报纸的平台作用和传
播优势，促进行业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的深度
融合，增强行业报纸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一、《人民法院报》的主要做法和
学术影响方式

围绕中心工作，做好权威报道。《人民法
院报》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报，自创刊 30
多年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报道
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
绕最高人民法院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全媒体传
播优势，不断提升新闻宣传工作水平，不断增
强行业化、专业化报道的能力，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

《人民法院报》 全面、准确、及时、权威

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重要司法文件、指
导性案例、各类典型案例等，并且严格执行
编校审制度规范，差错率保持在极低水平。
这些权威报道特别是全文刊登的内容为法学
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论据。

一是 《人民法院报》 刊登的司法文件可
以直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例如，《山东法
官培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5 期刊发的论文

《司法裁判援引司法政策的思辨与规范》，即
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其他部门在 《人
民法院报》 发布的 63 个典型司法政策性文件
作为分析样本，研究了司法政策应用制度的
体系化构建问题。

二是法学学者可以引用 《人民法院报》 刊
登的指导性案例作为支持论点的论据。例如，

《法学研究》 2023 年第 3 期刊发的论文 《著作
权法中作品独创性的审美逻辑》，在论及“具
有实用功能的特定对象如果属于艺术领域的作
品，也可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时，引用了

《人民法院报》 2021 年 7 月 31 日第 2 版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28 批指导性案例》 中的
指导案例 157号。

三是 《人民法院报》 刊登的文章可以引发
法律行业内的讨论。例如，《中国律师》 2024
年第 10 期刊发短文 《私募基金管理人视角下

“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相关问题解析》，
专门讨论了 《人民法院报》 2024 年 8 月 29 日 7
版“法答网精选答问”栏目刊发的 《法答网精
选问答 （第九批） ——公司类精选答问专题》
中的问题 2，即“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
性质及其行权期限如何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官网 （中国律师网） 全文转发该文。

注重理论研究，采编深度文章。《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法学理论研究
的意见》 提出，坚持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相互
促进，应用要靠理论指引，理论要朝应用深
化，通过“司法实践发现问题、理论研究提供
思路、学术成果引领实践”的方式，实现理论
研究与司法实践共同发展、创新发展。在首届
中国应用法学高峰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张军指出，要注重理论研究与审判
实践相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把
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审判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作为行业报纸，《人民法院报》 一直重视
审判理论研究，其 《理论周刊》（每周四第 5
版至第 8 版） 以行业报纸期刊化为思路，以司
法实践问题为导向，聚焦刑事、行政、民商、
知产等各领域法律适用问题，坚持采编有理论

深度和实践价值的文章，现已刊登第 727 期
（截至 2025 年 6 月），在法学学术研究和法律
实践领域均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并以不同
形式获得了学术上的认可。例如，《当代法学》
2022年第 1 期刊发的论文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
的基本问题——以 〈民法典〉 和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的解释为背景》，在论及敏感个人信息
与私密信息隐私的关系时，引用了 《人民法院
报》 2020 年 11 月 19 日第 5 版文章 《个人信息
保护中的敏感信息与私密信息》。又如，《清华
法学》 2022 年第 2 期刊发的论文 《股东出资义
务的性质与公司资本制度完善》，引用了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撰写的 《破解审判难题
统一司法尺度——江苏高院关于公司纠纷案件
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刊登在 《人民法院报》
2016年 7月 7日第 8版。

同时，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有大量引用
《人民法院报》各类文章的情况。比如，山东大
学的博士论文《类案检索的运行机理及其优化
路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论文《人脸识
别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吉林大学的博士论文

《传统中国司法中的情理及其运用》等。
立足行业实践，及时跟踪案例。与关注

报道社会综合类新闻、力求广泛覆盖的大众
媒 体 不 同 ， 行 业 媒 体 主 要 关 注 报 道 行 业 新
闻，兼具普及相关行业知识的职能，行业性
特征极为显著。行业性特征给行业媒体提出
了开展媒体工作的基本要求，即以行业实践
为中心。因此，可以说，扎根行业实践是行
业媒体的生命力所在。

作为行业报纸，《人民法院报》始终着眼于
人民司法实践，深耕细作司法审判资源“富矿”，
及时准确报道人民法院的案件审判工作，为法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研究素材。例
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刊发的
论文《人脸识别的侵权责任认定》，在提到“人脸
识别第一案”终审判决时，引用了《人民法院报》
2021 年 4 月 10 日第 2 版评论文章《寻找“人脸识
别第一案”中的阿基米德支点》。又如，《数字法
治》2024 年第 5 期刊发的论文《网络虚假信息的
司法应对——由首例操纵“网络水军”案引发的
思考》，提到《人民法院报》对首例操纵“网络水
军”案的报道情况。

二、行业报纸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力的思路

多年来，《人民法院报》 立足最高人民法
院机关报定位，聚焦审判前沿，着眼司法实

践，坚持深耕高质量内容拓展主阵地，全面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以系统性变革全力打造新型
法治主流媒体，以“深”“活”兼具的方式呈
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
实践。本次获评“高学术影响力中国报纸”，
展现了 《人民法院报》 在法学学术研究领域的
高认可度和强影响力，特别是在推动法学理论
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沟通交流、理论法学与应用
法学的融合发展方面所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

以 《人民法院报》 为例，总结归纳经验做
法，坚持守正创新，做到“深”“活”兼具，
在传播力、影响力方面继续深挖潜力、拓展能
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行业报纸自身优势，持
续扩大学术影响力。

一方面，行业报纸应当充分发挥传统媒体
的优势，积极拓展和充分运用各种传播渠道。

《人民法院报》 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发行报纸、
运 营 电 子 报 （https://rmfyb.chinacourt.org/），
同时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
按刊登稿件的类别在不同栏目转发。中国知
网是学术资源检索的主要渠道之一，加强在
该 平 台 上 的 转 载 力 度 ， 特 别 是 实 现 权 威 文
件、案例报道、理论文章的全文转载，无疑
更方便学术检索阅读和下载引用，是扩大其
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
报纸发行工作，特别是面向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定点发行推介报纸，在“两微一端”等
新媒体平台转发推送报纸高质量内容，做好

“二次传播”，让报纸内容更容易被获取和使
用，这也是扩大报纸传播渠道和学术影响力
的必要方式。

另一方面，行业报纸应当着眼行业实践前
沿动态，深挖实践问题的学术研究价值，做到
长期持续刊登高质量内容。面对近年来传播方
式的不断变化、新媒体对传统报纸带来的冲击
和挑战，《人民法院报》 始终坚持机关报的定
位和自身传播优势，在做好全面准确刊登权威
文件的基础上，扎根司法实践前沿，持续报道
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及其法律适用、规则
提炼情况，注重采编各类法律实践问题研究稿
件，深挖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真问题，促进理
论研究与审判实践深度融合，很好地发挥了联
通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平台作用。可
见，发现行业实践前沿问题并促推理论研究是
行业报纸扩大学术影响力的根本保证和核心竞
争力。基于此，树立正确的实践观，坚持目标
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注重深度研究，是行
业报纸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962 年 3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的朱德重回井冈山。回望当年在井冈山的烽火
岁月，他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天下第一山’几
个大字，以此来为井冈山命名。”翻开《大河奔流》
这部气势恢宏、意义深远的作品，它如一幅壮丽
的画卷，将抽象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见、可
传的人物与事件，生动细腻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长河的波澜壮阔，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中国共
产党人用信仰与行动铸就的精神图谱。

该书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核心内
容，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
党精神以及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北斗精神等
49 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深入展
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的精神风貌。全书紧扣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
精选重大事件与典型人物，通过纪实与叙述融
合的笔法，将“精神”从宏大叙述中还原为一个
个可感可触的人与事，让我们看见精神如何落
地生根、如何跨越时空，无声地流淌进中华儿女
的血脉之中。

在书中，作者以史为轴，全面呈现中国共产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在革命年代，
中国共产党人以敢于挑战、不惧牺牲的英勇斗
志，用信仰铸就铮铮铁骨，谱写了一曲曲革命史
诗，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同志说：“长
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对
长征的总结，没有比毛泽东同志说的这段话更
精辟的了。红军翻越雪山和草地，不仅是跨越
人类所能承受的生命极限，更宣示着信仰的海
拔，精神的高地。长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
变了世界的格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凭借着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书写了新中
国建设的辉煌篇章，“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
神……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新中国自力更
生、不屈不挠的建设之路。“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1960 年 4 月 29 日，时间
在那一天定格。强大的气流裹着泥浆冲出井
口，蹿起 20 多米高，如不及时压住，就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事情过去多年，场景依然触目惊
心。多少次回望时，“铁人”王进喜奋不顾身在
泥浆池中划动双臂的照片，击中无数人心。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中国共产党人
勇往直前，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勇气，创造出
辉煌的历史，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成为时代的标志和印记，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豪情
壮志。2022 年 12 月 4 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在
太空翱翔半年后完成所有任务并精准回到祖国
大地，航天员陈冬从飞船返回舱出来后说：“我
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为伟大祖国
感到骄傲。”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是
航天精神的传承和真实写照。

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
既诉说着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又见证
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迈向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卫星导航
系统是事关民族存亡的国之大器。1994年，北斗
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启动；2000年 10月，北斗一号
卫星顺利升空；2017年 11月 5日，北斗三号第一
颗、第二颗组网卫星发射。此后，近两年时间内，
北斗将 30颗北斗导航卫星送上蓝天……既创造
了世界航天发射的“中国速度”，也创造了世界卫
星导航技术的“中国精度”。

该书采用了文学化、故事化的表达方式，这
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40 余位名家联袂创作，
运用细腻笔触、叙事笔法和诗性语言，将 49 个
抽象的精神坐标巧妙地还原为一个个真实的人
物和动人的历史瞬间，让读者沉浸在故事中，与
书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正是因为这一个又一个落小落细落实
的地点、人物、事件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这
样，伟大的精神，注定会永存。让伟大的精神伟
大起来，成为永恒；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长河
奔流不息，永远向前！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