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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版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对于传
播、繁荣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为全面依法
治国、法治中国建设和司法行政工作提供有
力理论支持和舆论保障具有重要作用。

法律类书稿审查是做好法律出版的根
本保障，主要分为符合性审查、正当性审查
和合理性审查。法律类书稿的符合性审查
分为合宪性、合法（广义的法）性、合政策性
审查，目的在于确保书稿内容与相关规范协
调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是求美；正当性
审查，涉及出版目的和出版内容是否正当，
这一过程是求善；合理性审查，涉及书稿内
容是否合理，包含了求真和求善。因此，法
律类书稿的审查过程就是追求和实现真善
美的过程。

一、符合性审查：形式上求美

在法律类书稿的符合性审查中，要确保
书稿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规范性文
件以及政策性文件的表述和要求一致，不得
冲突或者抵触。上述审查，主要是保证所审
查书稿在内容上与相关规范及其要求一
致。这方面的审查方法主要是核对、比对，
通过核对和比对，确保表述一致或者符合相
关要求。从实质上而言，这一工作是形式性
工作，目的也是为了相关书稿内容不违背相
关规范的内容和要求，确保书稿内容与相关
规范的内容和要求协调一致，而协调一致正
是形式上对美的要求。因此，这一方面的审
查，可以归结为在形式上求美。

二、正当性审查：实质上求善

书稿审查中的正当性审查涉及出版目
的和内容的正当性。出版目的是通过出版

书籍要达到的目标与意图。就法律类书稿
而言，要有助于传播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
促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促进法
治文明。如果相关出版目的符合上述目的，
当然就有正当性；违背上述目的，出版目的
就不具有正当性。

出版内容的正当性审查，就是要确保相
关书稿的具体内容本身具有正当性。内容
正当性的审查，可以通过产生良好社会文化
等效果的角度进行审查，也就是结果论的审
查方式。对图书或者刊物中的一些具体内
容，要从正当性角度进行审查。比如，对于
英文比中文更加有逻辑这样的表述，涉及对
中文的贬低，并会产生歧视中文的消极社会
文化效果。因此，这一表述就是不正当性
的，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删除。这样类似的例
子在书稿审查中多有所见，需要审查者具有
坚定的政治立场，牢固的文化和文明自信，
广博的知识，清醒敏锐的判断。

三、合理性审查：实质上求真和求善

（一）合理性审查的内容
合理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也是西

方哲学、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国
传统哲学中也有相应概念。法律类书稿的
合理性审查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一是具有理由支撑。一种事物或行动
是否合理，应当向他人作出说明和解释，陈
述理由。基于此，只要能够陈述充分的理由

并能说服人，那么一种事物或行动一般就会
被视为合理的。在法律类书稿的审查中，也
需要审查书稿内容是否论证充分、是否有理
有据、是否能够做到以理服人。

二是合于逻辑。合于逻辑讲的是思维
活动本身，不涉及思维活动内容的合理性。
它研究的是思维的规律或者规则，包括逻辑
思维的起点和过程的路向、思维的方法和角
度等。因为研究上述问题的学科是逻辑学，
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可称为合逻辑
性。符合逻辑学规则的思维，就是合理的；
与逻辑不相符合的思维为非理性思维。在
法律类书稿的审查中，书稿整体逻辑结构、
论证的逻辑以及表述的逻辑都应当在审查
范围内。

三是合于自然规律（真理）或者人伦之
理。符合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合规
律性是一致的。对于合乎人伦之理，主要是
指人们的行为要与社会伦理相符。在法律
类书稿的审查中，要注意审查相关表述是否
符合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自身的规律以
及社会伦理。

四是手段实现目的的有效性。此种意
义上的合理性，也称为工具合理性，是从手
段实现目的的有效性的意义上而言的。在
目的确定的前提下，手段能够有效地实现目
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工具合理性的。在法
律类书稿的审查中，需要审查书稿提出的措
施、方案是否是实现其意图解决问题或者达
到目的、目标的有效手段。

五是可行性，也称可操作性问题，是指
方案或者对策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具体的实
施和实现。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
条件。如果实施条件不具备，或者社会难以
接受，就不具有可行性。在法律类书稿的审
查中，需要审查书稿方案或者对策是否具备
可行性。

（二）合理性审查的要求
对于书稿内容，不仅需要从认识论的

角度考虑书稿内容的合规律性，同时，还
要从价值论的层面考虑书稿内容的合利益
性。合规律性就是求真，合利益性就是求
善。求真和求善是书稿审查必须追求的价
值目标。

1.内容的合规律性（求真）
内容的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活动的真

理原则。“所谓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在意识和
行为中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和执行真
理的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人必须按照世界
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
认识和改造人自身。”这里的规律包括自然
规律、社会规律和人自身的规律。人类制定
规范的活动需要服从真理原则。就书稿内
容而言，就是要求书稿高度符合客观对象本
身的特性和规律。

2.内容的合利益性（求善）
内容的合利益性体现了人类活动的价

值原则。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人的意识和行
为中包含主体需要、追求价值和注重效益的
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必须改造世

界，使之适应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或按照
人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
括人和社会本身。书稿内容当然也要服从
价值原则。内容的合利益性，在于追问书稿
内容究竟真实代表和反映了哪些主体的利
益和需要。书稿内容应当体现人民利益、维
护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法律书稿内容审查
应当遵循的合理性的内容和要求。符合上
述内容和要求的书稿内容就是具有合理性
的，否则就不具有合理性。

除了上述在合宪性、合法性、合政策性
审查中要追求书稿与相关规范的协调一致
的形式美之外，法律类书稿审查中的求美
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求书稿篇
章结构逻辑严谨、合度匀称，章节条目醒
目分明；第二个方面是要求书稿语言简
明、具体、严谨、准确，合乎逻辑；第三
个方面是封面要给人以美感，符合美的要
求。上述三个方面都是形式美的要求。做
到以上三个方面，就做到了书稿形式美的
要求。这三个方面，对审查者提出了较高
要求，既要求具备对书稿通篇宏观结构和
内容的把握、掌控能力，又要求具备较高
语言文字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至少等同于
或者高于作者的文字水平，还要求对封面
有较高的审美水平。

总体而言，法律类书稿审查是一项兼具
综合性、复杂性的工作，是站在国家、人民和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高度追求真善美的工作，
对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作为一名编辑或
者编审，要有良好的政治能力、理论能力、分
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沟通能力、语言
文字能力；同时，由于所涉领域不断变换，还
需要具备不断学习提高、与时俱进、与时偕
行的能力。

（作者系法律出版社副社长）

法律类书稿审查是求美求真求善的过程
□王锋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人民教育出版
社“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基础
教育教材中的主题教育座谈会”近日在吉林
长春举行。

活动现场，嘉宾们分享了小学语文课本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故事，共同回忆了教
材中的“红色印记”。一个个鲜活生动的革命
人物，一篇篇意蕴深长的课文，引起了现场观
众的强烈共鸣，唤起了大家学生时代的记忆。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示，革命传
统主题教育要能唤起教师、学生与社会公
众的情感共鸣，这有助于红色教育活动更
加深入人心，获得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介绍了
革命故事如何有机融入语文教材，通过一
篇篇文章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为学生厚
植爱国情怀。

业界座谈革命故事
如何有机融入语文教材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长篇报告文
学《城市春晖》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研
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北岳文艺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承办。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
孟绍勇在致辞中表示，《城市春晖》作为
反映公园城市理念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次努

力尝试，是文学反映现实、讴歌时代的真
情表达，是作家与出版、出版与出版携手
合作的重要成果。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认为，《城
市春晖》书写国家众多公园城市建设，尤其
是着重书写成都这座山水画境般城市的历
史韵味，是陈新创作的一个高度。

作家张平认为，《城市春晖》以独特
的眼光和多维度的视角，以细腻的笔触和

丰富的情感记录了成都从古老到现代、从
传统到创新的蜕变过程。读者阅读该书可
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成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历程，感受成都人民的勤劳智慧开放包容
精神，以及独特的文化魅力。

《城市春晖》作者陈新表示，之所以
书写公园城市建设，一是为了展示习近平
总书记自公园城市建设理念首提以来，以
成都为圆点辐射全国城市在公园城市建设

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二是进一步宣传公
园城市建设理念，倡导公园城市建设之人
城境业皆宜之风尚。

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郭文礼
表示，北岳文艺社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
机，在主题出版领域、生态文学方面加强
专题研究，打造更多文质兼美、市场影响
力更大的优秀主题图书，为推动我国出版
高质量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报告文学《城市春晖》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雪娇） 5月25日，
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江西省广播电视局共同主办的革命历
史题材网络剧《血战松毛岭》专家研讨会
在京召开。

《血战松毛岭》以“第五次反‘围剿’最
后一战”松毛岭战役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余
光明、项万金、李光祖、李革命等年轻红军
战士在松毛岭阵地血战七天七夜的故事。
该剧于2022年在优酷视频独家播出，2023
年分别在山东卫视、广西卫视播出，2024
年4月29日在山西卫视开播，是首批转电
视台播出的网络剧之一，网台播出后获得
广大年轻观众好评和良好社会反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
司司长冯胜勇表示，《血战松毛岭》展现
了以青春生命践行革命信仰的主题。剧中
人物角色虽多，但多而不乱，有机地构成
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革命群众的群像，令
人信服地叙述了不同人物参加革命的思想
和行为历程，在叙事上勇于突破固有模
式，很好地平衡了年轻化表达与严肃题材
之间的关系，可谓独具匠心，取得了良好
的播出效果，成为网络视听节目丰富电视
大屏的代表作品之一。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董涛认
为，《血战松毛岭》以理想信念为底色的
青春化叙事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贴近

年轻观众的审美，真实再现了第五次反
“围剿”中松毛岭战役这一段可歌可泣的
光辉历史。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张明生表
示，《血战松毛岭》秉持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的创作原则，创新了革命历史题材的
表达方式，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一部
少见的红色题材网络剧精品力作。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 （省版权局） 局长黎隆武表示，《血战
松毛岭》突破了传统剧集的创作模式，塑
造了一批真实可亲、鲜活立体的年轻革命
者，从而创造了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新叙
述和深刻表达的新范式。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凌卫说，
《血战松毛岭》对主旋律的年轻化、商业
化表达进行了积极探索，成为革命历史题
材剧中的代表之作。

王一川、邓凯、卢蓉、张德祥、袁新
文、高小立、康伟等与会专家认为，《血
战松毛岭》题材新颖而独特，是近年来重
大主题剧集创作上的一次重要开拓和创
新，弥补了红军题材领域创作上的一次选
题空白。同时，该剧在人物塑造上很好地
做到了对英雄群体平民化和人性化的书
写，做到了对理想信念的形象化表达，通
过紧凑的叙事节奏、现代化的镜头语言等
吸引了年轻观众。

革命历史题材网络剧《血战松毛岭》：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表达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著名作家“梁
晓声谈中国”系列（3册）日前由大有书局
出版社出版发行。

“梁晓声谈中国”系列 （3 册） 关注现
实民生，注重独立思考，通过作者的家国情
怀与责任担当，从中国人、中国故事、中国
智慧 3 个方面深度解读中国社会。其中，

《梁晓声谈中国人》以小人物之小，观社会
之大；《梁晓声谈中国故事》是一部充满人
文理性的社会观察实录，也是讲述中国故事
的典范文本；《梁晓声谈中国智慧》以文学
智慧、文化智慧、人生智慧为切口，用冷静
的笔触和温暖的情怀，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和生存智慧进行深度观察与审视，不仅深刻
阐发中国人独特的文化情结和国民性，也淋
漓尽致地展示作者别样的人生感悟。

业界人士认为，梁晓声的作品饱含对平
凡人物的关怀，秉持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真诚
而有说服力。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者、思想
者、观察家等多个维度，给人多方面的启发。

大有书局推出
“梁晓声谈中国”系列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由国家大剧
院、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田青《中国
古代音乐史话》分享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艺
术资料中心举行。《中国古代音乐史话》第
三版面世。

分享会现场，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田青从“音乐是文明的开始”切入，
分别以贾湖骨笛、古琴、曾侯乙编钟为例，讲
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音
乐如何交织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中。

上海音乐出版社副社长李娟介绍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以39篇小文勾勒了中
国古代音乐史的生动景象。该书于1978 年
起在上海音乐出版社所属《音乐爱好者》杂
志连载，1982 年出版第一版，2018 年出版
第二版。此次推出的第三版注重互动和体
验，增加了全媒体视听编辑，带领读者走入
中国古代音乐世界。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第三版面世

本报讯 （见习记者蒲添） 5月25
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
运动纪念馆） 主办的“文艺青年的圣
地——纪念鲁迅迁居北京西三条 21 号
100周年特展”在京开幕。该展览包括

“迁居西三条”“安居述天下”“离居足
行吟”“遗居人宛在”4 个单元，共展
出文物原件100件、历史图片140余张。

1923 年 10 月，鲁迅购入北京西四
宫门口西三条21号院，经过半年的翻
建施工，于 1924 年 5 月 25 日正式迁居
于此。在此居住的两年多时间内，鲁
迅著述 200 余篇，完成 《野草》《华盖
集》的全部及《彷徨》《朝花夕拾》《华
盖集续编》《坟》中的大部分作品。在
此期间，他还收集拓片、整理古籍、
译介外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和
思想遗产。

此次特展展出了关于鲁迅的一级文
物21件，包括1934年5月16日鲁迅关
于寄书等事致母亲信。其他展品还有鲁
迅著译初版本，鲁迅收藏的青年来稿、
社团印章、书籍封面，鲁迅亲友关于保
护鲁迅遗物的往来信件，西三条房屋做
法清单、家用账、契约等，多维度呈现
了鲁迅居住于此期间的生活轨迹、文学
成就和社会活动，“讲述”了西三条21
号院百年间的历史变迁。

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100件文物纪念“鲁迅的西三条时代”

▲5月25日特展开幕当天，读者来到
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学习关于鲁迅故居的
历史。

▼鲁迅在北京西三条21号
（现为北京鲁迅故居）内创作的
《野草》（左一）、《华盖集》（右
二）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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