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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宪教授即将迎来七秩华诞，他
的三位高足吴大华教授、王秀梅教授和
石经海教授主编了《刑事法治新求索
——陈泽宪教授七秩华诞祝贺文集》，
邀我作序。我与陈泽宪教授同事30年，
为人为学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是我尊
敬的老师，也是我亲爱的兄长，很高兴
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为这本书写点前
言性的东西。

陈泽宪教授，福建古田人，是著名的
西南政法大学78级“难以复制的神话一
代”。自1982年从西政毕业来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迄今已有40余
年。在40余年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他公开
出版著作数十部，提交内部研究报告数
十份，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百
余篇，其中在法学类的顶级期刊《法学研
究》上发文就达8篇。在人才培养上，他先
后培养出数十位博士和博士后、上百位
硕士，其中许多已成为法学界的著名学
者或法律界的著名实务专家。

本书的主标题，让我想起陈泽宪教
授入选“西政学子学术文库”的一本自
选文集《刑事法治之求索》（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不管是之前的“求索”还是
此次的“新求索”，我觉得都较好地反映
了陈泽宪教授 40 余年来的法学研究和

教育理念，那就是为刑事法领域的良法善治而上下求索。陈泽宪教授学术
视野宽阔，理论功底深厚，他对刑事法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理论层面
看，他的研究不仅涉猎刑法基础理论、经济刑法、单位犯罪、毒品犯罪等，
还涉及刑事诉讼法、国际刑法等诸多领域，并在削减死刑、改革劳动教养
制度等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从实务层面看，他深度参与立
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家咨询与论证工作，还多次以专家身份参与中国
与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对话等许多事关国家利益的高端活动。

陈泽宪教授在做人做事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为人处世非常低调，
许多在别人看来很重要甚至值得炫耀的事情于他都云淡风轻。

陈泽宪教授其实也是“法律应与诗书通”的典型，他那篇广为流传的
《西政棋人轶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他高超的围棋棋艺，也见识到他一流的
文字水平及其背后所映射的人文功底。我不下围棋，但曾经喜欢下象棋，
有一次在研究室等一位外宾，见时间比较充裕，就说服他和我下一盘象
棋。他很谦虚地说象棋他下得不好，而且已经多年没下了，但那次的结果
却是我没下过他。还有一次，他在我们法学所同事的一个群里少有地诗兴
大发，发了一首诗，把法学所附近的景山、北海、故宫、美术馆等名胜古迹
均囊括其中，并说哪位能把他这首诗里所提到的景点全说出来，他就发红
包。结果群里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也没有把诗中的所有景点说全。

多年与陈泽宪教授共事，在耳濡目染下，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他在
外事活动中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规矩意识，但在参加国内立法机关和司法
机关的内部研讨时又保持一个学者的本色；他谦和低调，修养很高，却又
有很强的原则性，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他淡泊名利，与人为善，非常能包
容人。他待人处事非常讲情义。记得有一年，本所的欧阳涛老师在春节期
间以92岁高龄辞世，陈泽宪教授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参加欧老的遗体告别
仪式，并在回程途中多次与我商量如何协助家属做好相关工作。

不熟悉陈泽宪教授的人容易对他留下一种凡事不闻不问、无为而治
的印象，其实他的心很细，办事非常认真。有一次，石经海教授请我线上主
讲一次西政刑法学科组织的讲座，这次讲座也邀请到陈泽宪教授担任主
持人。记得当天下午，我把自己刚草就的一篇与讲座主题相关的论文发到
群里，跟主持人、与谈人和组织者解释，由于时间紧张，PPT就不做了。没
想到陈泽宪教授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说今晚线上听讲座的人多，还是做个
PPT到时屏幕共享会效果好些。

我于1993年进入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工作，入所没多久就和他一起
被借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南下海南，北上黑龙江，参加中央一个有关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文件起草和调研。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就得到他无微不
至的指导。此后，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他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给予了
多方面的关心与支持。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参加过我的博士论文答
辩，推荐过我出国；我们也是好同事，好战友，经历过单位的许多人和事，
深知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的不易，个中付出和酸甜苦辣非亲历者不能自
知；我们多次一起参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在许多问题上心心相印，
每每听他发言，我都能从他那份从容中感受到他的深厚积累、宽广视野和
家国情怀，暗自勉励自己要向他学习。30年来，对于我的成长，他看在眼
里。在我表现不理想的时候他从不批评人，最多点拨或暗示一下；但当我
取得一点成绩时，他却从不吝惜表扬和鼓励。就在不久前，他还当着几位
同事的面对我说：刘仁文真是任劳任怨啊。

陈泽宪教授现在虽然已经从国际法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然是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科的精神领袖和返聘专家。此外，他还兼任着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
委员等一系列学术和社会职务。我每有学科建设上的重要事项，总是第一
时间向他请教。不论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生活上的事情，甚至是学术观
点，听听他的意见，特别是得到他的首肯后，我就踏实多了。

纸短情长，加上一波又一波的工作袭来，苦恼自己无法从容梳理思绪
和打磨文字。面对出版社的不断催稿，只好先以这些仓促间写就的文字交
差，但它们确实不足以表达我对陈泽宪教授的敬意与祝福。衷心期待陈泽
宪教授身心愉悦，阖家幸福，生命与学术之树常青……
（刘仁文，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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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华女士的诗词作
品，内容比较丰富，题材涉
及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书
中许多诗词，大写特写家乡
邵阳县的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以及家乡人民的生活
情况，令人感到一种浓郁的
乡土情味。

刘博华女士总是带着
执着的热爱和厚重的乡情，
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用
优美语言进行观照、深情地
描绘。她不仅以诗人眼光和
笔调对家乡的风光和人情
进行描绘，而且从别人没有
发现的角度，搜索发现其与
众不同的美。于是，高霞山
的“ 芳 菲 缱 绻 ”“ 毓 秀 钟
灵”、河伯岭的“嶙峋岩石”

“苍古灵泉”、天子湖的“云
霞摇荡”“芦苇欢歌”、油茶
之都的“丽蕊妖娆”、蓝印花
布的“工千叠景”、布袋戏的

“绝伦美异”等等家乡景物
和风土人情，都大量地涌入
刘博华的诗词题材之中。

如她的《咏天子湖》：
“环抱群峦水绕行，波光潋
滟一舟轻。云霞摇荡虾吹
鼓，芦苇欢歌柳赋声。自有
诗情生碧浪，能无大雁对山
鸣。何时紫燕再邀我，把酒
临风韵色清。”

天子湖，历来吟咏者甚
多。刘博华此诗乃别具其
美，首联二句即大有佳趣。

“环抱群峦”是什么呢？原来
是水绕山而流。“波光潋滟
一舟轻”点明是在湖上泛
舟。看似平常话语，却别开
生面，别有佳趣，诗情画意

扑面而来。第二联接着写在
湖中的所见所闻，天上的云
霞映入水，水中的鱼虾在跳
跃，搅动映下的云霞，而汩
汩有声。如此描写，特别新
颖而生气勃然。芦苇何以又
欢歌呢？原来是风吹芦苇沙
沙作响，加上“柳赋声”，则
又别有意趣。一“赋”字，极
不凡俗，用笔之妙，大可见
之。第三联两句既抒情又写
景。“诗情”何以“生碧浪”
呢？原来是碧浪翻滚，荡漾
着动态之美。继而说到“大
雁对山鸣”，用空中之景来
对称湖中之景。此二句乃互

文见义，既新奇又自然。“碧
浪”和“山鸣”看似对得不
工 ，实际上是交叉对 ，即

“碧”对“鸣”、“山”对“浪”，
前代名家和今人佳作皆有
先例。尾联亦很不错，“紫燕
再邀我”，出笔颇为生动，虽
不新奇，但亦脱俗。“把酒临
风”是套用前人用语，似有
俗气，但紧接着用“韵色清”
一救 ，而显得别有情味 。

“韵”而有“色”，又是“清”
的，不落俗套。全诗写天子
湖的美景，却不是平面静态
描写，而用动态立体描写，
写泛舟湖中的所闻、所见、

所感，铺陈了一派新奇生动
的景象。

刘博华女士不仅牵情
家乡的自然景观，而且钟爱
于家乡的人文景观。如她的

《题邵阳县二中》：“楼台掩
映蔚蓝天，叶绿枝红绮梦
圆。播种幼苗迎曙色，灌溉
新圃绮梦天。锦弦拨韵挥成
汗，妙手裁云化作烟。济济
英才如凤翥，应时施教育花
妍。”

此诗着重于描写，从美
妙的形象描述中表现县二
中的美和寄托作者的深情
厚爱。首联描写得很有声
势，“叶绿枝红”紧扣培养人
才的主题，点明“楼台掩映”
的宏大气势所在，气韵与情
韵合一，此种起笔实在佳
妙。第二联进一步将学校育
人的主题深化。“迎曙色”和

“著鸿篇”，势态飞扬，气大
声宏，又紧扣主题。第三联
的“锦弦拨韵”，意韵本不寻
常，而“挥成汗”更势大意
雄。“妙手裁云化作烟”，云
化作烟，不正是一代一代的
莘莘人才，陆续走出校外，
而飞腾昊天之外吗？此“烟”
字用得奇且险，又用得妙，
可谓神来之笔。结尾一句

“应时施教育花妍”也是难
得的奇句。“应时”本是县二
中的旧名，民国年间名曰

“应时中学”。此句中的“应
时”，乃用意“双关”，可见
博华女士之功力和才气之
不凡。

（李争光，江西省井冈
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阳
市诗词协会顾问）

读者感悟

挥 将 挚 爱 写 乡 情
——评刘博华诗词集《乡土诗花》

李争光

我与谢石之交往，应该是从心
交开始的。心交，真正的意思当是两
人心心相印，心有灵犀，或者说互相
心驰神往的那种。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我与谢石之交往，又说不上是心
交。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只有
我想了解他，想与他交往，而他恐怕
是不知道我，自然心中也是没有我
的。所以我之对于他，纯粹是一种

“单相思”吧。
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正是新邵

二中教育走向巅峰的初始期，我有
幸跻身二中校园，并与谢石堂弟祚
功成为至交好友。课余时间，他常常
跟我讲谢石。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
道了有这样一个聪敏好学的人，曾
经在二中求学，毕业后在农村摸爬
打滚，学会了各种农活，做过赤脚医
生，也当过代课教师，还去搞过三线
建设。他常常到颜岭水库畅游，常常
攀爬榔概山、大行山与金龙山，以励
自己奋进之志。劳作之余，他不忘学
习，以增进自己的才干，并期望有朝
一日能学有所用。在他结婚成家、生
儿育女，步入而立之年后，一个从天
而降的机遇，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成
功地考入了湖南师范学院，成为改
革开放后的首批大学生。这是多么
幸运啊！

祚功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脸上露出来的钦慕，让我久久不能
忘记。从那个时候起，谢石就矗立在
我心中，成为我追赶的兄长。1983
年，我在没有看到高考分数线的时
候，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湖南师范学

院。谢石由一个而立农夫忽然转换
为一个大学生，角色的转变具有戏
剧性，但是他没有沉浸在单纯的喜
悦中，而是立刻将全部的精力投入
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中，并且
在文章创作上下力更多。我入学后，
曾在一本校刊中读到他写的文章，
感觉其文风朴实，有亲和力。

谢石毕业后被分配在湖南日报
社工作，并被派驻到娄底记者站。作
为一名职业记者，他忠于自己的职
业道德。有一段时间，官场送礼成
风。为了救时弊，正风气，他写了新
闻内参稿件。对此，上级非常重视，
出台了整肃官场风纪的规章。因为
出色的业务能力与职业操守，总部
任命他为理论部主任。职务不高，但
职责要求高。他任职期间，正是三湘
大地劲吹改革春风之时，他编发了
不少优秀的关于改革的文章。有一
年，我找到他，请求发一篇关于中小
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文章。我想请
他到饭店吃餐饭，以联络联络。他当
即拒绝，说道：“我们报社看重的是
文章的质量，文章质量好，不吃饭也
要发；不好，吃也不发。”听他这么一
说，我放下文章，就回邵阳了。一个
星期后，论文见报了。不久之后，我
们邵阳市的企业改革如火如荼开展
起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
我第一次见到谢石。

谢石有古儒者之风，凡是他力
所能及的，从不吝与人为善。我写了
一篇《新邵二中赋》，不知道他在哪
个群里看到了，不厌其烦，大加褒

扬。本来仅仅是一篇有感而发的习
作，经他那么一鼓吹，别人多以为是
上乘之作了。他又介绍给我一位专
门研究赋的教授，让我去请教，以提
高骈赋创作的水平。记得我的《向曾
国藩学领导艺术》一书出版后，专门
送了一本请他“雅正”。他居然通读
了全书，提出了一些中肯的“雅正”
意见，并嘱咐我好好修改，以为传世
之作。为往圣继绝学，是我所追求的
境界。他的建议说到我的心坎上去
了，是谓知音。谢石诗、联、散体文、
书法皆有造诣，然而更令我惊讶的
是他敏捷的思维，遣词为诗为联，竟
然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成佳构。这
种能力，非我所及。他去世时，我正
在网上读关于介之推的文章，得知
噩耗，吾心伤悲，写诗以悼念之。其
诗曰：

“寒食伤古节，让我怀介公。魂
在介休县，浩然赋彩虹。其时翻网
页，噩耗现群穹。霎时心碎裂，肝胆
尽回冲。举目南山上，青葱荔树朦。
回看斜径里，零落百花空。早岁知君
事，往来何事匆。少时有宏愿，读书
在二中。好学图奋进，当属一时雄。
毕业归闾里，耕耘诸事通。更能为赤
脚，妙手可除癃。代课为师业，育才
下苦工。君生逢盛世，且高傲视聪。
常游颜岭水，常履大同嵩。志业不得
展，惜哉缺长弓。沧海多起伏，桑田
不变穷。高考一恢复，洗脚上岸红。
湖南师院范，才德皆隆崇。文章更是
好，入职湘报宫。位轻勤跑腿，旨重
意深鸿。湘中涟水润，笔下玉珍珑。
敢写不平事，佳作致其忠。之后回总
部，劲吹改革风。古尚一言兴，理论
建新功。退休逍遥过，自在一文翁。
联章诗立就，得意酒数盅。书法畅心
意，洒脱自然融。戚戚君去远，道阻
且荒洪。何日归来聚，把盏话盈丰。
众生皆一相，无非小蠕虫。纵横网格
里，生死皆虚冯。”

（周玉柳，新邵人，文史专家）

印象记

忆 谢 石忆 谢 石
周玉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