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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学术广角

今年年初，习近
平总书记就学习毛
泽东同志《党委会的
工作方法》作出重要
批示，对各级党委
(党组)领导班子成
员特别是主要负责
同志重温这篇著作
提出明确要求。《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是
一篇加强党委领导
班子建设、提升党的
领导水平和执政能

力的光辉文献，是指导各级党委班子开展工作、
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方法指引和理论指南。这篇
文献诞生于习近平同志称为“立规矩的地方”的
河北平山西柏坡，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斗转星移，67年过去了，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因其浸
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穿越时空隧道历久弥
新，焕发出了深刻而丰富的时代活力。深刻把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思想，进而在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深思熟践，显得十分必要。

1、忠诚履职守土，把责任扛在肩上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首先体现了在其位则

谋其政、舍我其谁的负责精神。在国民党军事残
余尚未完全肃清、国际国内各种声音萦绕耳际、
新政权面临诸种异常困难、党内出现不报告不请
示以及有人准备享乐等许多新情况的历史关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党最高决策层，心装国家民
族苦难历史，放眼党、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把
党的崇高使命义无反顾扛在肩上，真正做到了在
国家民族发展的十字路口信念坚定不迷路、勇往
直前不退缩。

从《毛泽东选集》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前
后其他电文著作中反复提到“中国人民”，从字里
行间流露的澎湃激情，足可以感觉到我们党、我
们第一代共产党人勇于负责的大义、大气、大
情。今天诵读这些文章，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尤
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受到肩上的责任重

于泰山。习近平同志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
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可以说是人间正道是
沧桑，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有全党上
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
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
持久战。这些讲话体现出的担当精神需要我们
各级领导干部深切体会，珍惜岗位和机遇，以夙
兴夜寐的精神履行每个人的职责。

2、自觉遵守纪律，把规矩挺在前头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十二条内容，从广义

角度看，都是强调纪律和规矩，或者与纪律和规
矩有关。第一条中的“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
究”，第二条中的“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
开会，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讨论”，第四条中的

“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
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对
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第十一条“力
戒骄傲”中“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
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
歌功颂德现象”。这些表述多使用“要”或“不要”
这样的词语，体现了“硬的”“显性的”纪律要求。

这些纪律和规矩体现了我们党在胜利面前
的极端清醒，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有别于陈胜、黄巢、李自成以及历史上许多农
民起义军的不同之处。我们党之所以能团结带
领全国人民走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
党结合，严格依规依纪治党，用纪律和规矩自我
约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党的历史上
也有纪律和规矩松弛的现象，但总的讲，严格依
规依纪治党的意识始终是党的建设所强调的，也
深深根植于党员和人民对党的评价体系之中。

时下，党内存在有的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
淡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甚至有的领导
干部把纪律置之脑后，胆大妄为、肆意违法乱
纪。矫正这些现象，都需要我们重申《党委会的
工作方法》中的规矩意识，像习近平同志说的那
样，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

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3、着眼整个全局，把轻重缓急的分寸掌握好
党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面对的工作任务

无疑非常繁杂，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硬骨头，
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的今天更是如此。《党委会
的工作方法》为我们指明了科学的方法，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学会“弹钢琴”。建国前夕，各个解放
区都面临肃清国民党残余、土地改革、发展经济、
稳定人心、反对居功自傲等问题，因此，毛泽东要
求，“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
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党委的同
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弹钢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
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
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
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共产党人必须不
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
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
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
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当前一些干部之所以

“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缺乏“弹钢琴”技能，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不
会为”，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是牵住了“牛鼻子”，怎
样做才能摆脱“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困境。党的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学会胸怀全局，从全局
而不是一隅、长远而不是现时看问题，把握事物
的整体，把握问题的实质，着眼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有条不紊地按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
开展工作，最终使大事小事、整体局部、当下长远
主次分明、统筹兼顾。

4、不断增强团结，把共同奋斗的基础巩固好
“孤则易折，众则难摧”，历史上许多农民起

义一开始风起云涌，但最终却走不出衰亡失败的
覆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队伍的团结出了问
题。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和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党始
终注意团结、强调团结、维护团结。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
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

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
风的文件之一。李自成进京后起义军自身分裂
的历史教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再次重申，第一条中指出“党委要完成自
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
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
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第二
条中指出“‘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
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
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第三条
中指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
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
重要的。”第四条中强调“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
意见。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
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
评。”第十条中强调“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
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
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
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
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以上这些，都
是在告诫全党要增强团结。

在现实生活中，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团结实则
不够团结的极端表现有两种：一是“一把手”作风
不民主，行事霸道搞一言堂，班子其他成员抱着

“由他去吧”的心理“懒得说”或“不敢说”，表面看
来班子一团和气很团结；另一种是班子成员“各
敲各的锣”，“各唱各的戏”，“各人种各人的责任
田”，“一把手”带班子带队伍的执行力和班子的
整体战斗力、合力却大打折扣，而表象上看起来
也很团结很和谐。

《党章》规定，我们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
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习近
平同志十分看重领导集体中团结的重要性，认为

“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我们学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
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不断增强党的
团结。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尤其要向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5、扭住落实不放，把作风建设落到实处
强调“抓落实”，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另

一个重要内容。第六条专门讲“要抓紧”，毛泽东
指出，“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
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
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当前，我们一些部门和单位都程度不等地存
在抓而不紧、最终不了了之的现象。有的用喊几
句口号、开几次会议、看几个考察点、听几个汇报
推动布署的工作，表面看样子是在“抓”，但不付
真情、不用真力、不动真格，其结果可想而知。习
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世
间大事，必作于细，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要发

扬钉钉子的精神，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这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倡导的“要抓紧”是一脉相
承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养成聚精会神、凝心聚
力抓落实的良好工作作风，这既是推动各项工作
不断朝既定目标前进的需要，也是以驰而不息的
精神抓作风建设、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
象的要求。

6、践行群众路线，把为民服务记在心头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

认识论和实践论作指导，明确阐释了群众观点，
激励、提醒党的干部，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第四条中“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
下级，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
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
令。”听下面的意见，“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
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
并且照它做。”第七条中“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
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
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
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
主观地决定问题。”以上论断中，都蕴含着我们党
始终尊重群众、团结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群众观点。《党委会的工作
方法》中的群众观点，不但表现在它提醒我们要
实实在在代表群众利益，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而
且表现在它教会我们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等积习陈垢，把群众工作做到实处的具体工作
方法和技能。

十八大以后，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中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今年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这些活动的根本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
样，都是为了强化宗旨意识，增强党为人民服务
的本领，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反复研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我们深切地
感受到这篇光辉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思想之光、真理之光，澎湃着共产党人为党为国
为民族的担当尽责意识和博大情怀，十二条内容
相互渗透、有机联系，事理穿插、言简意赅，对民
主集中制、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
与自我批评、反腐倡廉、维护团结这些我们党自
身建设长期关注的重大命题，均作了科学的注
解。它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对于我们开展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产生深刻
重大的影响。

作品介绍

考历史以溯本源，著三书以
斥偏见

2006年，冯卓慧教授出版了
《夏商西周法制史》一书。出于
对学术研究的热诚，她决定树立
一个新的目标。当时学界盛行

“中国古代无民法”的观点，中国
学界缺少探究的精神，盲从西方
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仅以刑治
国。但是通过多年的研究，冯教
授发现，这种观点是由于法典编
纂缺失而导致的错误观点，基于
此，她申报了《商周汉唐民事法律
制度的架构及演讲——卜辞、金
文、汉简、唐代帛书及石刻民事法
律资料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希望它可以填补学科的空白。

冯教授以第一手原始资料
为论据，对比西方法律，以罗马
法体例梳理论证了中国古代自
商、周、汉、唐以来的民事和经济
法律发展的脉络体系，强有力的
驳斥了西方法史界的错误观
点。当出版书籍时，商务印书馆
考虑到字数、人们的看书习惯等
各方面因素，提议将成果分为三
本书，根据朝代划分以便研究者

挑选书籍，因而在 2014 年最终
出版了以下这三本书。

《商周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
究——卜辞、金文、先秦文献所见》

本书站在“史学就是史料
学”的基础上，运用了第一手出
土资料卜辞与金文，又印证于先
秦文献，使之为信史，并以此为
依据，梳理了商朝和西周两个朝
代的民事、经济法律制度。商朝
部分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
物权法、债法等内容；西周部分
包括物权法、债法、婚姻法、家庭
与继承法、经济管理法规、民事
诉讼法等内容。

本书在写作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献，再佐
证以文献史籍，在史实的基础上进
行研究；二是依罗马私法体系梳
理，资料的运用清晰可信，理论的
论证扎实有力。

《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
究——汉简及文献所见》

汉代是中国中古时期经济
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在中国乃
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影响颇深。其
法律承袭了先秦法制，并在此基
础上有极大发展。

本书依据原始资料汉简，又

印证于史籍，梳理了汉代的民事
经济法律制度，包括汉代的物权
法、债法、婚姻家庭与继承法、民
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制度，及汉
代的对外贸易法、税法等经济法
律制度。本书在写作上有两个
特点：一是尽可能利用出土文
献，再佐证以文献史籍，在史实
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二是依罗马
私法体系梳理，全书层次清晰，
且贯穿了比较法史的思维方式。

《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
——帛书、敦煌文献及律令所见》

本书使用出土法律文献资
料，系统梳理唐代民事、经济法

律制度，填补中国法制史中民法
史断代研究的空白。作者从解
读帛书、石刻文献、唐代律令，以
现代民法，即罗马私法体系框架
仔细梳理史料，系统再现中国古
代具有丰富而细密的民事、经济
法律规范制度。出土资料的使
用与民法框架的结合，使本书具
有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发掘
民法精神的重大学术贡献。

著作通过史实为中国民法
溯源，驳斥了“中国古代无民事
法律”的偏见，是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著作。

（学通社 曹倩倩 图/文）

5月16日至19日，由我校科研处、团委、图书馆联合主办，校学生会和学生图书管
理委员会承办的“五月繁花”系列讲座在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5月16日，我校图书馆副馆长赵庆菊
老师宣布“五月繁花”讲座周正式开始。
第一场讲座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田
刚教授为同学们带来的“朦胧诗潮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主题讲座。
田刚教授从自己大学时期写诗的经历谈
起，讲述了在80年代中诗歌和青春的故
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惨状以及朦胧
诗与新文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田刚教授
指出，“朦胧诗”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主要

包含 “一个诗歌流派”、“一种诗歌美学
或诗学规范”、“一场文学思潮”三种内
涵。在讲解从“朦胧诗”到“朦胧诗潮”的
演变过程时，田刚教授结合食指等著名诗
人的创作经历，带领同学们回味了《相信
未来》、《命运》和《回答》等经典诗歌。田
刚教授表示，“朦胧诗”的出现引发了一场
长达十年的朦胧诗大讨论，对新时期文学
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田刚教授对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5月17日，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
化遗产学院徐卫民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历
史上真实的秦宣太后。讲座伊始，徐教授
以电视剧《芈月传》作引，指出电视剧中

“芈月”的原型即是宣太后。宣太后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太后”之称
也源自于她。由于史书上对其记载不过
百余字，所以电视剧中大部分情节为编剧
编撰而成。接着，徐教授就宣太后其人其

事向大家展开叙述，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吸
引了在场的同学们。在讲述中，他为同学
们分析了宣太后取得后来成就的两个客
观原因：一是恰当处理了与惠文王之间的
关系；二是她为惠文王育有三个儿子，母
以子贵。最后，徐教授补充叙述了秦昭襄
王的一生，他在位期间采取范雎“远交近
攻”的策略，使秦疆域不断扩张，为后来秦
王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5月18日，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戴生岐为大家简述了家
教文化中兴的意义。首先，戴生岐教授带
领大家回顾五四运动后家教文化中落的
历史，他从家教文化被忽视的原因展开分
析。认为此现象应与马克思、恩格斯初期
强调阶级斗争却忽视“家文化”有关。近
年来，为了使“三大倡导”更接地气，媒体
不断深入家庭、地方和民族，促使学术本
土化，家教文化也因此复苏。随后，戴教

授又以电视剧《小麦进城》为引，讲述了
上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家庭生活。他认
为，其中所反映的家道、家礼、家风，正是
家教文化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现。最后，
戴教授提出“人的三大幸福是从三大不
幸中推出的。”他说，家教文化经历了大
同理路、小康理路、中兴圆梦理路的阶
段，人们的家庭婚姻也从“原始群婚”走
向“一夫一妻”制度，这些变化有利于树
立家风正气。

5月19日，刑事法学院副教授王耀忠
为同学们带来了“刑法修正案（九）与现实
生活”主题讲座。讲座伊始，王教授介绍
到，《刑法案修正（九）》(以下简称《刑九》）
是迄今所行最大且较为全面的一次刑法
修正，因此，它的出台必将对我们的现实
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随后，王教授指出
此次《刑九》的首要亮点是对死刑制度的
改革性变化。相较《刑八》，《刑九》对我国
现阶段的死刑共废除了22条，并且对执
行死刑的条件更加严格，对于经济型，非
暴力等罪责将不判处死刑。王教授认为，

死刑固然是正义的，
但也是不人道的。

在经济、政治和政府的管理能力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下，犯罪率的变动与死刑并没
有直接关系，社会文明程度才是减少死
刑执行的催化剂。接着，王教授对于《刑
九》的另一变化领域做了深入解读，即对
于恐怖主义的刑法罪责的增多。王教授
认为，在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严峻形势
下，打击恐怖主义要与其他国家长期合
作，从政治上讲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
要手段。最后，王教授简述了《刑九》中
增加的危险驾驶类犯罪，以及对公民权
益保护力度的加强。

至此，本年度“五月繁花”系列讲座正
式落下了帷幕。 （学通社综合报道）

“五月繁花”系列讲座来袭

田刚教授——“朦胧诗潮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主题讲座

徐卫民教授——“走进历史上的秦宣太后”主题讲座

戴生岐教授——“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主题讲座

王耀忠副教授——“刑法修正案（九）与现实生活”主题讲座

开篇语：学者著
书是当下学术文化面
向大众展现的一种方
式，“夫文心者，言为
文之用心也”，“古来
文章，以雕缛成体，岂
取驺奭之群言雕龙
也！”现在，请一起品
读我校专家教授的

“雕龙”之作，当我们
沉浸其中时，有如和
贤者交谈，得以感悟
师者风范。透过文
字，能令我们看到成
书的艰难与探索的可
贵，涵养的重要甚至
生命的真谛，经典之
书在岁月的变迁中常
青，譬万钧之洪钟，无
铮铮之细响。

▲5 月 4 日，为纪念“五四”运动 97 周
年，引领青年继承和弘扬“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我校团委举办了
形式多样的“五四”青年节系列主题活动,
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

▲5月8日到9日，马克思主义教育研
究院师生开展了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活动
——红色延安之现场教学活动。通过对延
安革命圣地的历史资料进行现场讲授和文
献学习的方式，使学生深刻体会和掌握延
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必然
性和历史意义，从而在增强中国道路、中国
制度和中国理论自信意识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自身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水平。

▲5月12日，我校民主党派组成调研组赴渭南市
临渭区三张镇铁王村就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铁王村是我校新一轮扶贫定点村。调研组一行通过与
村民代表座谈、深入田间实地察看，对铁王村精准扶贫
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

▲5月18日下午，中国法学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王其江一行来我校调
研指导工作。党委书记宋觉主持座谈
会，校长贾宇、副校长王瀚、校长助理
汪世荣，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反恐
怖主义法学院部分教师、博士生代表
参加座谈会。

◀5月20日，由我校1980级校友张竹英及其先
生朱延通出资100万元设立的“西北政法大学海伦
奖学金”签约仪式在长安校区校务楼第二会议室举
行。张竹英校友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感谢之情，希
望通过这个奖学金来回馈和感恩母校的培育之恩。

（学通社 图/文）

▲5月29日晚，由我校与美国爱达荷学院联合
举办的“中美大学生合唱音乐会”举行。两校合唱团
分别表演了《茉莉花》、《月亮代表我的心》等中外名
曲，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最后，两校合唱团共同合
演一曲《友谊地久天长》，音乐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落
下帷幕。

冯卓慧，女，1937 年 10 月
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法学教
授，兼任中亚东欧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国外法制史研究会理
事、顾问等职务，是国内知名的
法律史专家,擅长从比较法视
角思考中国法律制度史。

曾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2 年第一季度（2012 年 5 月
2日）成果综述》中，被给予“以
饱满的精神、严谨的态度、惊
人的毅力完成了价值厚重的

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令人敬
佩！”的评价。

增强规矩意识 改进工作方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学习体会

校党委副书记 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