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规定
,

正是为了保证人民检察院能对全

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
。

人民法院是国家审

判机关
,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

和

检察机关一样
,

也不受行政机关
、

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

审判权是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
,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 民法

院统一行使
,

这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的统一和尊严
。

正是这样
,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

祛院都必须忠于法律制度
,

既要严格按照实

体法办事
,

也要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程序

办事
,

刚直不阿
,

执法如山
,

准确地有效地执

行法律
。

第三
,

一切组织和公民统一地毫无例外

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做

到有法必依
,

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

一

切政党和社会团体也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

律
。

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尊严方

面
,

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

我们

党领导人 民制定法律
,

也领导人民遵守法律
。

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

也是党的方针

政策的具体化
、

条文化
。

因此
,

遵守宪法和

法律与实现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
。

新党章

规定
: “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

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

一切党组织和党

员的活动
,

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

触
,

并用 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引导全体人

民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

同时
,

根据
“
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的原则

,

每个公民既平等

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又要平等地

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

任何人不会只

尽义务
,

不享权利
; 任何人也不能只享权利

,

不尽义务
。

并且
,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

在

法律面前
,

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

我国的宪法

和法律要求一切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

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
,

带头守法
。

对于

极少数敢于以身试法的人
,

必须依法给以制

裁
。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必

须在全体人民中反复进行法制的宣传教育
,

努力使每个公民都做到知祛守法
,

并且同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

申~ ~ ,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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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在京正式成立

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 于七 月二十二 日至

二十七 日在首都隆重举行
。

这是中国法 学界

的一大喜讯
,

也是中国政法战线的一件大 事
。

早在开国之初
,

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
,

我国

即成立 了新政治学研究会和新法学研究会
。

一九五三年春
,

在董必武同志 的主持下
,

将两

者合并成立 了中国政法学会
,

在开展法学研

究
、

促进 国际 学术交流方面都起过积极作用
。

在十年动乱之中
,

它连同公检法的被砸烂而

遗到撤梢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在党的十一

属三 中全会 的正确 思想路线
、

政治路线 和组

织路线引导下
,

中国法学界开始复苏
,

人仍

渴望早 日成立法学会
,

恢复学会活动
。

在党

中央 的亲切关怀下
,

经过数年的酝眼筹备工

作
,

这一全 国性 群众性 的法学团体终于成立

了
。

位此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民讨论并将 由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

法制建设进 入新的发展

阶段的重要时期
,

法学会 的成立 尤其具有重

大 的意义
。

它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团

结全国法学工作者
,
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

,

遵



循党的方针
、

政策
,

积极开展法学研究活动

和 国际学术文流
,

为发展马克忍主 义的中国

私会主 义法学
,

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
,

健 全社

会主 义法制
,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

文明作 出新的贡献
。

七月二十一 日 召开 了预备会
,

由王一夫

同志报告 了筹备经过
。

二十二 日正式开幕
,

中 国法学会筹委会主任杨秀峰同志主持并讲

话
,

接着彭真同志作 了重要讲话
。

经过与会

代表讨论酝酿
,

会议原则通过学会章程
,

推

选杨秀峰 同志为名誉会长
,

选举 了一百六十

七名理事
,

由理事会选举武新宇同志为会长
,

张友渔
、

王一夫
、

梁文英
、

王汉斌
、

朱剑明
、

项 淳一
、

甘重斗
、

钱端升
、

宦 乡
、

陈宁一和

王叔文等十一位同志为副会长
。

二十七 日大

会正式闭幕
。

以后
,
召开 了理事会讨论 了今

后 工作
。

在开幕式上
,

杨秀峰同志着重讲 了学会

的任务
、

方针和今后 的工作
。

他回 顾 了我国

补会主义法学发展 的 曲折道路
,

提 出 了学会

今后 活动的建议
:

一
、

积 极推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法学研究工作 ; 二
、

开展同各国法

学界 的交往和友好往来 ; 三
、

做好法学方 面

的编辑出版和图书资抖工作
; 四

、

加强各个

法学组 织 &1l 的联 系和协作
。

他强调在法学研

究中
,

要自觉地 坚持四 项基本原 M1l
,

在政治

止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 一定要理 论 联 系 实

际
,

加强调查研究 , 贯彻 “ 百花齐放
,
百 家

争鸣
” 的方针

。

他期望
,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

力奋斗
,

在我国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马克思

主 义法学家
,

建立一支坚强 的法学理论队伍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澎真同志在开幕式

的重要讲话中
,

希望法学会 坚持四项 基本原

则
,

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做 出贡献
。

他强调指出
:

四 项基本原则是

不是只是一种学说
,
只 是 “ 百家争鸣

” 中一

家的主张 ? 不是
。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 中央

提出的
,

但 它不是凭空的设想
,
而 是我国历

史 自己总结 出来的基本原则
,

是实践检脸过

的真理
。

历史实践证 明
,

坚特四项基本原对

我们的道路就会是光明的
、

坚定 的
,

越走越

宽广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当然不是 资本主

义民主 ; 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
,

当然不是搞资

本主义法制 ; 更 不是法家那一套
。

法 家
、

偷

家都是封 建的
。

我们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法制
。

法学会的工作主要的就是坚持四 项基

本原则
,

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
、

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作 出贡献
。

彭真 同志说
:

理论必须联 系实际
。

从 中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总结 自己 的经验教训
,

找 出中国 自己社会的发展规律
。

同时又反过

来用于实际
。

现在的研究工作是不是都联系

实际呢 ? 不见得
。

有的从希腊
、

罗马出发
,

从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 启蒙时期的观
.

点出发
,

从书本出发
,

从概念 出发
。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

从实际 出发
,

用实践检验
,

就

容易辫别个人的想法对 不对
。

这样
,

就有了

客观的标准
,

大 家从实际 出发
,

大 家用实践

检脸
,

法 学界的思 想就容易统一
。

他指 出
:

要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脸

教训
,

这一点很重要
。

不要以 为中国几 千年

封建社会
,

法学上没有什么东西
。

我国古代

法有丰富的经验
,

从春秋战 国到明
、

清
,

法

很 多
,
不过是封建的经验

,

要加以研究
,

去

其柑柏
,

吸收有用的精华
,

要
“

洋为中用
” 、

“ 古为今 用” ,

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
,

社会主义法制服务
。

法学会要研究古今中外

的法律
,
不管进 步的

、

中间的
、

反动的
,

年

要研究
。

彭真 同志进 一 步指 出
:

法 学是上层建

筑
。

它是由经济基拙决定的
,
又要为经济基

拙服务
。

社会发展了
,

经济基拙发展了
,

法

要随着发展
。

但法学又有 自己 独立的体 系
,

自己 的逻挥
。

立法要从实际 出发
,

但也要有

自己 的体系
,

前后 左右不能 自相矛盾
。

他说 :

实际是毋 亲
,

实际 产生法律
。

法律
、

法理是

儿子
。

法要有自己独立的体系
,

有 自己 的逻

挥
,

但要从实际 出发
,

受实践检脸
。

知果法



与实际
、

与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不适应 了
,

就要

研究修改
。

我国宪法修改草案就是从实际 出

发的
,

是我国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 的总结
,

也吸收 了外国的经验
,

但又有 自己 的体系和

逻抖
,
不能互相 矛盾

。

会议受到 了中央和 全 国人民的重视与关

怀
。

在开幕式上
,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

全

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 员长彭真同志一起到会祝

贫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央 书记处

书记 彭冲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

公安部部长赵苍璧
,

司法部部长刘复之
,

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王 战平
,

人大 常委会法制委

员会副主 任王汉斌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副主任史进前等
。

七 月二十三 日 ,

邓小平
、

彭真
、

韦国清
、

澎冲
、

万里
、

习仲勋
、

杨尚足

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了参加 中国法学会

成立大会的全体同志
。

会议期 间新华社
、 《
人

民 日报
》 、 《光明 日报

》 、 《北京 日报
》 、

中央

人民广播 电台
、

电视 台都曾多次发布大 会浦

息和评论
。

为了祝贫 学会的成立
, 《人民日

报
》 发表 了专题社论

, 《 光明 日报 》 发表 了评

论 员文章
。

与会代表受到 了极大 的教育和鼓

舞
,
一致表示

:

要认真学习领会 中央领导同

志讲话精神
,

特别是彭真同志 的重要讲话
,

进

一 步提 高认识
,
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

,

为繁荣

和 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 的法学而努力奋斗 !

本刊记者罗耀培

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石 太 有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关于搞好综合

治理
,

整顿社会治安的指示中
,

曾多次强调

指出
,

一定要健全基层组织
,

包括城市居民

委员会和它的治保委员会
、

调解委员会
。

恢

复加强基层工作
、

基础工作
。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委会还将人民调解组织及其工作原则载

人我国基本法之一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试行 ) 》
并写进 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修改草案中
。 《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

规定
: “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

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
,

调解民间纠纷的群

众性组织
” ,

明确地肯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法

律地位
。

这些指示和立法
,

是对调解工作长

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

加强人民调解这道

防线
,

对于搞好社会治安
,

加强社会主义的

祛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

有着重要作用
。

(一 ) 人民调解组织的更大作用

人民调解组织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一

个创造
。

它是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纠纷
、

自

己教育自己的群众性 自治组织
。

调解民事纠纷
,

在我国有着比较悠久的

历史
。

自古以来
,

我 国 民 间 就有
“ 协商调

解
” 、 “

排难解纷
” 的好传统

。

但是使它成为

一种有领导
、

有组织
、

有章法的群众性 的自

觉行动
,

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
,

开始逐步地形成
、

发展起来的
。

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十年动乱中
,

人民

调解工作被当作
“
阶级调和

”
路线

、 “
阶级

斗争熄灭论
” 的产物而遭到破坏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
,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的加强
,

人民调解组织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