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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宪哥的课"大学生活不完整#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坚守教学一线!"年的故事

! ! ! !早上 !时 "#分"三百人
的教室已经坐得 !扑扑满$"

搬椅子%加座$的队伍从后门
涌入&不到十分钟"教室的过
道已经全部!塞满$"于是有
学生放弃!加座$决定在教室
后面先占一块 !立足之地$&

这是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
最大的教室" 每年华政法律
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的刑法
课都会安排在这里" 可是再
大的教室也永远不够坐&

每次三百人上限的课都来四五百人
! ! ! !这周是开学第一周，“宪哥”在周二 !时
准时开讲。眼看上课时间都到了，还有学生没
有安顿好。于是，“宪哥”先当起了“交警”，“这
里过道还可以坐人”、“还有那边”，比划着招
呼学生赶紧入座。“以前上刘老师的课，六点
四十起床去占座发现前五排都没有了，现在

得六点起来就去。”尽管得起很早，刑事司法
学院的殷怡航同学却觉得很值，“比起睡觉，
能上刘老师的刑法课毕竟太值得了。”
华政“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的评选，刘宪

权连续拿到了 "#届。“没有上过宪哥的刑法
课，大学生活不完整”在学生之间流传着，所以

即便不是法学专业本科生也要在大学四年听
一次刘老师的课。“每次三百人上限的课都来
四五百人，这不科学。”法律学院的肖一凡同学
只抢到了最后一排，选上了课“抢位子”却成了
最头疼的事。其实华政学代会对改善“旁听生
占座选修生无座”的现象已经做了很多尝试
（例如发听课证、晚开教室门等），但是人气教
师的热门课吸引力实在太大，这些“措施”都无
济于事，最后还是只能早起早到早得。

!抓着$学生一起思考"根本来不及分神
! ! ! !“大家好，我叫刘宪权，这学期教你们刑
法分论。”这句简单的自我介绍引发了教室里
所有学生的哄然笑场。华政还有谁不知道刘
老师？不过这句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把教室
里的气氛预热了。
“为什么复旦投毒案是故意杀人罪而不

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刘
宪权把话筒送到一个学生面前，学生一时语
塞，话筒马上转向下一个学生：“因为有特定
的对象。”“那么，福建南平在小学校门口用刀
抹学生脖子的行为，其对象也不特定呀，为何
是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呢？”刘宪权接着问，话

筒又转向另一个学生，学生再一次“无语”
……刘宪权的课堂非常紧凑，他总是“抓着”
学生一起思考，节奏很快，根本来不及分神。
“老百姓一般更关注判多少，对罪名无所

谓，而从刑法学角度看，罪名的认定恰恰是最
重要也是最难的。”刘宪权为学生梳理刑法分
论学习要点，他以近期福喜公司食品原料案
为例，“对这一案件有人说应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定性。但是，这一罪中生产、
销售的对象是“非食品原料”，本案显然不符
合。案件中可能存在使用回收、过期产品的问
题，但过期并不一定变质，对不变质的过期、

回收产品的使用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
罪？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研究。”
上过刘宪权教授课的学生都知道，老师

一站上讲台就兴奋，手不自觉地比划着，仿佛
眼前放着“刑法的宝库”，每个知识点信手拈
来即用即剖析，“我的情绪能够通过讲课方面
让学生感受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中精
力。”引用最新的案例到课堂上和同学们一起
分析，是刘宪权一贯的教学风格。“理论要接
地气，要能在实务中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
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用性的学科，用贴
近生活的例子讲课，自然会让学生的思维跟
着老师走，通过一些判例，再去抓刑法理论问
题，就会让学生记得住、弄得清，并由此提高
他们关注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在大众化教育平台上"做精英化的事$

! ! ! !政法大学应该培养怎样的法律人？多年
来刘宪权教授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除了带
研究生外，给本科生上课也从来不间断。“我
们培养的学生，除了动手能力强之外，一般的
法律人格，扎实的专业知识也要比别人强，所

以我们的课堂教育主要在专业的基础知识上
下功夫。”他认为，“法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操
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本科基础，找不到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他们未来的进一步学
习也会有阻碍。

“在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的过程中，国
家投入很多，要对得起国家的投入，就应该在
大众化教育的平台上，尽可能做一点精英化
的事情。多一点观点的沉淀，多一点理念的变
化，多一点教学手段的变化，多一点教学内容
的充实。而要做到这些，老师应该经常有一种
‘危机感’，时常督促自己、提醒自己：要上好
每一节课！”刘宪权如是说。

与法律的缘分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 ! ! !刘宪权有一句口头禅：“我是教刑法的不
是教宪法的。”名字中的“宪”是因为他出生的
"$%&年正是国家对第一部宪法大宣传的年
代。也许冥冥中他与法律的不解之缘就始于
那个时候。'$($年，他考进大学正值我国第
一部《刑法》颁布，'$!)年 "月 "日《刑法》生
效了，他开始了本科阶段刑法课程的学习。从
此以后，刘宪权就与刑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今他领衔的刑法学科在南方首屈一指、在
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对经济刑

法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让刘宪

权很感动，剧里的时代和故事都是他曾经历
过的———作为恢复高考后华政的第一届考
生，他感慨高考改变了命运，是这个平台提供
了机会让他走进高层次的研究教学的队伍。
也正是经历过苦难才知道珍惜，大学时期的
刘宪权格外用功，“当时的《刑法》共有 "$*个
条文，很多条文我本科时就记住了，一直用到
现在。”他自豪地告诉学生。

他也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法律人，他领头
的劳模工作室发挥法律专长服务大众百姓，
他是电视台法律栏目的常年嘉宾、报刊中“法
眼看社会”的专栏作者、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团成员，参与法制宣讲 +))余次、实务讲座不
计其数，他同时还是全国 ,)余家司法机关特
聘咨询专家和业务顾问……

与法律的缘分一直延伸到刘宪权生活的
方方面面———家人都从事相关法律工作，女儿
也在他的引导下学习了法律，并取得了国内和
国外的律师从业资格。“女儿对我从来也不多
说什么赞美的话，但今年父亲节时她深有体会
地讲，爸爸你为我设计了一条光明大道。”

教育精神支撑前行
! ! ! !今年是刘宪权从教第 ,'年，他说，尽
管在刚刚留校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适
合做老师，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是最适合做
老师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有些
东西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感受不到的，这
么多的学生，大家每年都来评你‘我心目中
的最佳教师’，个中的喜悦，这是从事其他
职业的人绝对无法体会到的。”他开玩笑
说：“我要创造一个华政的‘吉尼斯’纪录。”
但是，这对他来说需要付出很多。每次颁
奖，刘宪权就想：“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来
拿！”

在校园里他是法学教育的革新者，他
开创了“+-*”本硕连读实验班，培养当前社
会需要的高质量卓越法律人才。法律学院
成为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育基地和上海
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拥有 *门国
家精品课程、',门上海市精品课程和 '支
国家级教学团队、*支上海市级教学团队，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 .)余项、教学成果
+)多项，荣获上海市普通高校首批“法学
教育高地”。
科研成果名列前茅，为本科生授课冲

在第一线，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院长行政
事务，年近花甲的刘宪权甚至比小伙子
“跑”得还要快。“二级教授可以做到 ()岁
退休，我还可以上很多年的课。要让学生不
断地感受到老师的新知、热情，要感染学
生，就需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没有这种精
神可能会觉得很累。”他很赞成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0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所以刘宪权希望自己的
教育能让学生在工作中做得很好，这对老
师而言就是幸福感和光荣感的所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刘老师执教三十

余年，他的许多学生也成为了大学老师、教
授甚至博导，学生们现在从事的很多工作
都是他年轻时做过的事。他感慨地说：“学
校中有很多优秀的老师讲课讲得很好，而
且很多人能够应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服
务。这些都华政发展的希望和动力！”
一堂堂课在“宪哥”的高声“讲演”中结

束了，只有课间没同学围上去问问题时，他
才坐下来静静地喝口茶休息一会儿，这份
精神真的支撑他走了很久很久，摆渡过无
数学子。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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