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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刘摇 和摇 福
(南华大学 核科学技术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更离不开高校法治文化

的传承、传播和创新。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具有建设主体的层级性、内容的针对性和继承性。 探讨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是高校职责之所在,使命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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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所

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谈

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迫切……文化越来越成为

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头,越来越成为综合

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支撑……。冶这段话极其深刻的分析了我国加

强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新的

历史发展机遇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尤其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从法的核心价

值方面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学校

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文化的选择者、传承者、传播

者和创新者,要站在更高的高度理解文化发展的重

要性。 为此,本文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视角,分析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建设的路径。

一摇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和特点

文化是人类在交往和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
时代性和阶级性,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正如中

国政法大学黄进校长谈到的:“文化是一个内涵丰

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

精神家园。冶 [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内涵在不断

丰富和完善,大学文化博大精深,它除了具有文化的

一般特征外,它更是反映了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的价

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以及学科发展的特色和优势。
大学文化渗透性快而强,其办学理念能增强学校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学校按照教育方针,不断向前

拓展。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

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法治文化体现的法的精神、法
的理念跟文化是一体的,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公

平、正义的依法而治,即法律理念在人们内心的升

华,从而对法律认同和遵守。 法治文化内涵可分为

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包括法制的思想内涵、发
展历程、价值取向和对法治的认知程度等;二是制度

层面,包括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和规章;三是物质层

面,法治教育场所、法治文化遗产等。 高校法治文化

是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她既具

有法治文化和高校校园文化的双重身份,也承担着

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校园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高

校必须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为目标,树立起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法治理念和法律观

念,使依法治校理念深入人心,各方利益能充分得到

保护,各种矛盾能及时化解,整个校园呈现健康向上

发展的良好局面。 由此可知,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就

是高校运用其特有的教育功能向人们宣传、弘扬法



治理念,倡导公平、正义,形成依法依规办事、行事的

校园愿景。 其特点是:
(一)建设主体的层级性

袁学熙在法制日报谈到“法治事业需要整个社

会生活主体对法治的信仰和精神支持,而只有在社

会普遍民众的普遍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最终找

到自身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真正基础与根源。冶 [2] 高

校既是大社会又是小社会,这里的民众即公民一是

高、中层领导干部,他们是学校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

者,他们心中的天平是否平衡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

向和水平;二是对学生起引导和主导作用传道授业

解惑的一线教师,他们的法律素养,依法执教的水

平,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是真正上帝

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冶 [3];三是担当未来重

任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又是未来法治社会的建设

者和管理者,是正在发展中的人,作为人的学生有独

立的人格,其发展具有人性化特征,他们的法律意

识、诚信意识,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行为模式,国家的

发展前途。
(二)建设内容的针对性

高校是文化集聚地和传播地,其功能有三: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这就决定高校在办学过

程中要处理好多种法律关系,同时,必须了解多种法

律关系的法律法规,理解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体系。
正如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认为:“教育是成年一代

向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那一代人施加的某种

影响,教育的目的是要唤起儿童身体和道德方面的

某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整个政治社会和儿童将必然

要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所要求他们的。 教育就是

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冶 [4] 这就要求高

校法治文化建设要针对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法律关

系,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升华,以实现高校功能。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传承性

当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信息传递快而丰富,大
学生富有朝气而活泼,容易接受新知识、新观点,同
时,大学学生的学期的流动性,一届一届将其所受到

的文化熏陶传承下来并播散到社会。

二摇 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

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从精神层面讲,它还是

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爷为社会最高权威

的理念和文化,只有这种观念与意识成为一种普遍

的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时,法治才能

实现。冶 [5] 大学所承载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社

会之光,其法治理念、信仰、价值,关系到精神文明的

建设,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乃至中国未来的

国际竞争力和文化安全。 前面笔者谈到高校法治文

化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任务,因而要建设好、发展好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使已有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善并

随着新的变化制定新的行为规章,充分展示高校法

治文化在依法治校和服务社会中的魅力。 高校虽是

小社会,而培养的人才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高校的

法治文化建设得好,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法治文化建

设,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 相反,社会和谐稳定,处
处依法依规行事,他又会带动高校创新发展思路,提
升高校办学水平。 由此,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是

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必

然选择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 国家的稳定和发

展离不开法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处在整

个文化之中,但是———由于它为之服务的一些独特

的基本倾向:和平、安全和自由制度保障的和平、安
全和正义,它也有它自己的地位。冶 [6] 前面笔者已谈

到,高校是传播人类文明的主要阵地,是培养各类人

才的摇篮,从思想政治文化艺术层面讲,高校不仅是

现实的先进文化的主要传播地,更是潜在的先进文

化的孵化地。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

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由精

英教育趋向大众化教育,高校由封闭走向开放,高校

面对多层主体和法律关系,即高校与社会,高校与学

生、教师,高校与家长,高校与政府行政部门等等。
面对市场经济开放办学众多的法律关系,学校管理

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毫不夸张地讲,校园法治文化

建设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是全面贯彻依法治校的当务之急。

(二)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是培育法治信仰

的迫切需要

法治信仰是现代社会法治化的基石,是真正的

精神意蕴,更是时代演进的催化剂。 法治作为一种

观念或一种意识,一种法律文化形态,它属于上层建

筑的范畴。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法制意识和

观念有所加强,但少数人对于法治权威提出怀疑,从
而不信仰法律,这些倾向在高校也有一些表现。 高

校一些教师和学生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道德滑

坡,缺乏诚信意识,信仰有钱就有一切,信仰权大于

法,在高校部分人心中起码的公平、正义感已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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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追求的是金钱、名誉和地位,缺乏规则意识,缺
乏对法律与法治的信仰。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终
极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法律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

一个限度,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冶。 “法治乃是现

实的人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

多种现实可能性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法治也必然

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冶 [7] 基于

此,高校必须正视问题,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
(三)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届六种全会的报告指出:社会核心价

值体系是治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
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

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各个领域……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荣辱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会法治精髓,就
要从法的价值观角度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共同价

值观念,进一步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法治

精神的内在联系,做到以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为

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

“软实力冶为精神导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就要求高校利用大学的资源,以法治文化引领校

园文化的建设,用法治观念完善校园的规章制度,强
调法的权威,强调民主,强调理性和尊严,使全体师

生思有理念、行有规则、做有平台,从而形成爱国、爱
校的美德。

三摇 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师生法治理念

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

要保证,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而治。 依法治校的

本质就是学校的师生员工都要增强法律意识,树立

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在法

制的轨道上开展活动,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和制度,构
建适应办学需要的法规体系,完善民主管理、依法办

学的机制,将行政管理、教育教学、服务保障、科技创

新和其它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制框架之内,努力营造

一种轻松活泼、公开透明的民主氛围,使学校的各项

决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从而促

进学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

共同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领会法治精神精髓,培育法治观念

法治精神是法治价值观的结晶体,是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的复合体,也是法治

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同时也是尊崇法治和

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 法治精神内

涵丰富,包含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秩序、和谐、
安全等诸多价值要素,其精髓也可以概括为法治的

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谐精神

等。 作为高校师生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领会法治精

髓,第一,崇尚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的民本精神;第二,崇尚公平正义,实现

自由、博爱,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精神;第三,崇尚民主法治,坚持人民主权,宪法法

律至上,依法治校,依法管理,依法决策,规范制约公

权力的依法治校精神;第四,崇尚和谐发展,实现法

律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与校园和谐、与校园规

章制度和谐的和谐精神;第五,崇尚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

国冶三者在制度上、程序上有机统一的宪政精神。
这些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完全一

致。 当代法治文化的价值追求可以概括为真、善、美
三个字,真是讲诚信公正,善是指人性与正义,美是

讲有序和谐。 有序是指讲究规则和章法,注重条理

和秩序,是指任何权力机关在实施自己的行为中不

能为所欲为,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和自由时不得妨

害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有序的目的是实现和谐,
和谐既是现代法治文明的标识,也是法治文化的价

值追求。 为此,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高校教师,在
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各项事务时,必须以理性、和
谐为自我约束的标准,既要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利,又要遵纪守法,遵守校纪校规,遵守社会的公序

良俗,在行使合法的权利时,决不能伤害别人的权利

和自由,以及社会和学校的公共利益,就此而言,任
何权利和自由都是有边界的。

(二)以法治文化为依托,德法并重塑造法治

心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属于法律道德化,注
意将道德作为社会的主要调整的手段冶 [2]。 道德和

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调控手段,前者提高人

的内部心境,后者规范人的外部行为,不可偏废。 道

德对社会成员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的道德心

理,影响道德思想,以此去指导道德行为。 法律对社

会成员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和组织的外部

行为,形成法治信念,以此指导法律心理,以使各种

法律关系主体正确认识与处理权利与义务、权利与

权力、权力与权力等法律关系,使社会进入有序、公
平、理性而稳定的状态。 两种规范的功能指向或发

力向度虽然不一样,但其归宿都是建立一种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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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平合理的理性或德性社会。 一手抓普及道德

教育,一手抓法制建设,道德与法律并行兼施不仅可

收互进互补之效,而且可获得相得益彰之果[8]。 因

此在保证道德教育的同时,学校也应把法制教育摆

在重要位置。 德着重强调义务,而法在强调义务的

同时,还包括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高校师生不仅要

掌握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培养较强

的法治文化意识,能够在履行法律义务的同时注重

自己的法律权利。
(三)践行法治文化,塑依法治校之行为

学校作为事业单位,自身的守法、用法、行法也

尤为重要。 现今,高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还有许多

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在机构繁杂,权利义务

关系不甚明确,甚至有不法行政现象出现,有时高校

在管理过程中因不懂法而被侵害或侵害其他法律关

系主体。 因此,学校的管理也要体现“法治冶思想,
严格依章办事。 在管理工作中,处理日常的问题,也
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冶,将法律精神特

别是宪法精神浸润于学校的具体管理体制和学生学

习生活中。 第一,学校的各级领导要树立科学、先进

的办学理念,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制定出学校中长

期发展规划,以安定有序的要求,健全学校组织,疏
通各项信息渠道,完善学校管理,实现教学、科研和

服务水平的提高,人人得到全面发展。 第二,以公平

正义为理念,制订出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做到起点公

平、机遇公平,最终实现结果公平,以“充满活力冶的
要求,尊重一切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创造愿望,大力支

持教职工的创造创新活动,充分发挥教职工的创造

才能。 具体而言,要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

人、爱护人和激励人,为教职工才能和潜力的发挥营

造一个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宽松环境和良好氛

围。 第三,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

学生的一切的理念,把学生的规章制度挂在墙上,记
在心里,在制度范围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培
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稳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

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 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
活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大学生

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确保大学生个体的健康发展,
进而实现校园整体的健康发展与和谐。

一言蔽之,高校是传播五大文明的重地,要更加

致力于培养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价

值观,把尊重和信仰法治的精神融入到高校的一切

活动中。 以尊重权利和尊重法律为荣,以滥用权力

和违反法律为耻,以此将法治精神转化为自己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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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ule of Law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LIU He鄄f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Party爷s 6th Plenary Session of 17th Conference put forward a resolution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of prosperity. The resolution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realistic meaning and profou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is inseparable from not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culture,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of rule of law culture in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y rule of law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erarchy of the main body, targeted content and inheritance. Discussion on the rule of law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university爷s duty and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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