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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未成年孩子告父亲要去除房产份额，这样的案件从
未有过。能不能立案？又如何大海捞针找到孩子父亲，都
成了棘手的问题。时任长宁区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得知后，
马上专门为此召开会议：“人命关天，一定要救！”

! ! ! !在 !"!的高温天，长宁区法院法官在铭铭父亲新女友家
门口连续“埋伏”三天三夜，终于逮到了他。几经协调，铭铭父亲
同意在一套动迁房上去掉自己的名字，把房子留给铭铭，作为
治疗费用。

! ! ! !“案件结束后，邹院长还专门派法官来看我们，继续关心我
们的生活，为孩子解决了读书等问题，现在孩子已经上三年级，
快 #$%米高了，性格很阳光。和他一起患病的很多病友都去世了，
他至今病情还很稳定，医生也说是一个奇迹。逢年过节，邹院长
都会派人来关心孩子，送来玩具书籍等，孩子没见过邹院长，却
一直惦记着‘邹伯伯’！”李培亭说，一家人对邹院长心存感激，却
没有机会当面答谢，没想到成了终身遗憾。为了感谢邹院长和那
些帮助过他们的人，老夫妻俩都决定将来捐赠自己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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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钟拨回你走的那天!!"#$年 #!

月 #%日!离你 $&岁生日不到一个月"

你忙碌如常! 上午刚刚开完司法改革

座谈会! 下午又要连轴转赶往司法改

革试点单位徐汇区法院调研" 在中午

短暂的休息时间! 上海市高院司改办

副主任顾全收到你的一条短信! 询问

关于全市法院办案人员的数据统计情

况! 那也是顾全收到你的最后一条短

信"此前!你已经让人把电脑中全市每

个法官的办案情况等#拉出来$%&&这

些资料! 光从电脑中拷出来就要 $个

小时!工作人员对你说'这肯定看不完

的( $可你每天抽出二三个小时!连双

休日也用上!全部看完了!再在大数据

的基础上! 提出自己对法院人员分类

管理等改革方案的独到见解))

司法改革的同行者在心中呼唤*

你是这样的人+ 改革艰难!路长且阻(

上海司法改革前无古人!领全国之先!

尤其是员额制等分类管理改革! 涉及

'穿上法袍$还是'脱下法袍$的切身利

益!更是众人瞩目( 按照职务等'一刀

切$! 是操作简单又不得罪人的方法!

可你却选择背着'黑锅$前行!坚决反

对迁就照顾%%%'一定要把最优秀的

法官配置在办案第一线! 给我们的未

来留出空间(为了改革成功!一定要顶

住($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只

为在人间点亮正义之灯(

老百姓在心中呼唤! 你是这样的

人+在法院工作 !'年来!从最基层的书

记员做起!每次院长接待日后!你仍仔

细研究每起案件的卷宗!跟踪关心解决

结果!'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我们一定

要帮帮他们($做一名有良心的法官!是

你步入法院后母亲的第一句叮咛!更是

你用真心真情换来的百姓好口碑(

法律人在心中呼唤! 你是这样的

人+ 亲力亲为!逐条修改,法官尊重律

师十条意见-!只为携手法律职业共同

体圆法治梦( 首创搭建的法院律师诉

讼平台!如今已在全市推广!成为司法

为民的'连心线$(你追求卓越!学富五

车!著作等身!,要件审判九步法-堪称

法律界的'独孤九剑$!成为民事法官

的办案圭臬! 甚至到了法官几乎人手

一册的地步( 在学生眼里! 你堪称学

识.口才俱佳的'男神$!却没有想到

'男神$的生命也如此脆弱/)

妻子儿子在心中呼唤!你是这样

的人+ 再忙碌心里也惦记着家人!严

谨中不失情调!几句'甜言蜜语$就能

让妻子转怨为喜0获得'上海市十大

杰出青年$荣誉后!也会在妻子面前

'得瑟$一下!等着妻子的表扬!一副

阳光大男孩的调皮模样( 虽然很少时

间陪伴儿子!却默默地用自己的行为

身教!希望儿子成为善良.正直.有担

当的男子汉(

你笑着把所有的压力默默扛

下!从不抱怨!直到无法承受//你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

史!唯一亏待的就是自己!你就是这

样的人(

落笔万言!难及万一( 情难自已!

是以为记(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你是!燃灯者"#燃尽生命 留人间一盏正义之灯

最后 一滴泪水
妻子苦苦思索!碧华生命最后时刻!他

想说什么//

&'月 &(日，南方的冬天寒气中透着潮湿，雨丝淅淅
沥沥落下，更让人感到彻骨的凉意。

睡不着，还是睡不着……自从碧华走后，海琳1邹碧

华的妻子唐海琳2在人前几乎不敢落泪，尤其是在年迈的
老人面前。
“碧华走得突然，碧华爸爸听到噩耗后从此一声不

吭，这两天才开始偶尔有几句话。尤其是刚走的那一天，
一家人谁也没有吃任何东西，回到家中，爸爸突然拿起砧
板和一块肉就切了起来，切了一半又颓然坐下……”

来看望的领导、同事、亲朋好友来了一拨又一拨。海
琳和碧华一样，总是为别人着想。即使在最悲痛的时候，
她怕打扰邻居，不忘在楼下贴张字条，“近来家中有事，来
往客人较多，打扰了您的休息，请见谅。”

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候，海琳独自回到房间，才能任
自己的悲伤释放。卧室里，碧华的衣服、鞋子、书籍仍如往
常摆放着，“我知道该重新整理下，却总是下意识地逃
避。”仿佛一切如昨，碧华会推门进来，穿着那件在家里常
常披着的羊毛外套……

看不清，还是看不清……海琳的眼睛动过多次手术，
碧华走后，海琳觉得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身边的人影也
是影影绰绰的。她想去眼镜店配副新眼镜，镜片加深了几
次还是看不清，电脑居然测不出视力。到了医院检查后才
发现，做过激光手术的左眼度数竟然从 ')"多度骤然变
成 &'""多度。但每每有人探视，问她家中是否有需要帮
忙的，海琳总是微笑着感谢，不愿给人添麻烦。

想不通，还是想不通。听到碧华被送进医院的消息，
海琳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却再也没有看到他睁开眼睛。
“握着他渐渐冰冷的手，我分明看到他眼角的最后一滴泪
水。”多少个午夜，每每想到这一幕，海琳更是无法入睡，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到底想对我说什么？”这个问题如
谜一般久久萦绕在海琳脑海，难以释怀。

海琳难以想象，那个精力充沛的“阳光大男孩”居然说
倒下就倒下了，回忆起和碧华共同走过的岁月，海琳露出少
女般甜蜜的笑容。“碧华读书脑子聪明，算是‘学霸’，却也调
皮，干过偷摘柿子之类的捣蛋事；他喜欢看电影，还开玩笑
说将来他当导演，让我做女主角；他喜欢 *歌，最拿手的是
《小白杨》，只听过一两遍的歌也能张口就来。”但是因为工
作忙碌，一家人相聚的日子很少，好不容易安排的短途游，
也经常因为工作被他半路“放鸽子”，只能成为海琳和儿子
的两人游。碧华总是抱歉地说，将来有空了，全家一定去长
途旅行，没想到这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
这样一个对事业、对生活、对家庭无比热爱的人突然

离去，让海琳难以接受。即使在梦中，碧华也没有给海琳
回答，只是微笑看着海琳，笑容温暖如往昔。在半梦半醒
之间，海琳顿悟，“或许碧华是想和我说，不要悲伤，不要
抱怨，好好生活下去，就像我仍然在你的身边……”

最后 一声谢谢
信访市民赶到法院说! 邹副院长为我

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一定要送送他//

在市高院立案庭审判长金鸣的办公室里，一把蓝色
的普通折叠伞被她小心收藏起来，她至今懊恼不已：“要
是我把伞还给邹院长，或许我们就不会散了。”

金鸣比邹碧华大 &)岁，虽然邹碧华是法院领导，却
总是谦虚地叫她“金老师”。而在金鸣眼里，“与其说邹副
院长是领导，不如说是一个阅历丰富的大哥，一个永远能
给你指明方向的精神导师。”

一次，邹碧华在中央党校学习，金鸣去看望他。只见
他房间里两张书桌都放满了书，还有写书法的东西，连厕
所里也到处是书。两人从下午聊到傍晚天黑，出门前发现
外面下起了大雨。邹碧华赶紧拿伞给金鸣，并送到门口，
金鸣说：“我回头一定要把伞还你，要不我们就散了。”邹

碧华笑着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事，怎么会散呢？”没想
到伞还没还成，他却走了。

金鸣在高院长期负责信访工作，时常陪同领导参加
院长接待活动。邹碧华去世后，一家曾经被他接待过的普
通市民，从香港度假回来后听说这一噩耗，联系上金鸣，
一定要赶到法院来，“虽然邹院长不在了，我们也要来最
后一次说声谢谢，送送这个心里有老百姓的好院长。”

原来，几年前，在虹口区的一套老房子里，一位 +)多
岁的独居老人黄老太1化名2因为用电不当引起火灾，并
不幸在火灾中去世。家里的子女为此将电力公司告上法
院，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他们的诉
请；二审法院也做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

该案申诉到高院，邹碧华在院长接待日上接待了老
太的儿子、儿媳等。“一家人来的时候怒气冲冲，向邹院长
讲了一堆对法院、电力公司等的不满。”邹碧华认真倾听，
不时用笔记下当事人反映的情况。直到耐心听完当事人
全部“吐槽”完毕，邹碧华才真诚地对黄老太家人说,“我对
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谁没有父母？谁碰上这样的事情心
里不难过？所以你们提任何要求我都能理解。”

几句话一说，金鸣发现，老太家人剑拔弩张的语调和
表情马上缓和多了。“邹院长的接待风格是每案必纠，不
是接待完就算了，每次都会让我把案件的卷宗等拿给他
看，一直跟踪关心案件处理情况。”金鸣说，按照邹碧华的
话说，“法律是僵硬的，但法官的人文情怀应该延伸到法
律之外。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我们要帮帮他们。”

过了段时间，邹碧华碰到金鸣，再次问起此事，看到
金鸣面露难色，邹碧华说，“我们一起去实地走一趟。”

那是一个酷暑天，在一幢已经岌岌可危的老房子里，
邹碧华带领法官等现场勘查。黄老太生前住在 -层的阁
楼里，着火后蜷缩在沙发上，大火将楼板烧穿，连人带沙
发摔落到 &楼身亡。“我们到阁楼上去看看。”邹碧华身材
高大，楼梯狭窄，加上失火后房屋没有整修，很不安全。
“大家劝邹院长在下面看看就行了，但邹院长笑笑说没
事，第一个带头走上吱吱呀呀作响的楼梯。”

实地勘查了黄老太的房间、周围的布线，了解事发当
天火灾经过后，邹碧华在附近里弄的居委会找了个地方，
再次接待了黄老太一家人。他既说明法理，又开拓思路，
为他们设想问题的解决之道。“现在要你们提供证据已经
不太可能，但这也不表示你们没有道理，无法讨个公道。”
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的情况，邹碧华发现事发时，因为弄堂
窄小，消防车无法开进来；同时，离房屋最近的一个消防
栓因为修地铁损坏，导致灭火时间延迟。在邹碧华的支持
下，法官又走访了消防、地铁公司、电力公司、物业公司等
部门单位，既说明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请他们出于道义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最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共同给予
黄老太家人一定的补偿，黄老太家人非常满意，特地给法
院写来了感谢信。

邹碧华去世后，一家人再次赶到法院，“我们想最后
对邹院长说声谢谢。”黄老太的孙女说，“那次邹伯伯除了
为我们想办法解决奶奶的问题，还关心地问我的学习情
况，指导我看一些人生励志的书籍，我至今也忘不了他亲
切的笑容和鼓励。”

最后 一个背影
同事们想起一些细节! 说到他的离

去!法院工作人员甚至食堂阿姨都会落下

泪来//

邹碧华任市高院副院长前，曾在长宁区法院工作过 !

年。他在担任长宁区法院院长期间，率先在全市搭建诉讼
服务平台，挂牌成立了全市首家“诉调对接中心”；设立便
民电话，方便群众诉讼，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说到他的离
去，至今许多法官、工作人员甚至收发室的工人、食堂阿
姨都会落下泪来。长宁区法院年轻法官陈婷婷注意到邹
碧华的一些小细节，比如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每次吃好
饭端起盘子，都会拿纸巾把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怕给
食堂阿姨添麻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为年轻法官上青
年成才职业生涯规划的讲座，希望年轻人把当法官真正
当成一桩终身的事业来追求。

邹碧华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加班加点是常态，“%.'”、
“白加黑”，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平时周末，精力非常旺盛，

“我不累”，是他的口头禅。“给他开 /年车，相当于别人的
&'年。”他的司机李师傅说，一次自己送好邹院长回到家
中已经晚上 &)时半了，妻子却说，“今天你回来早了。”邹
碧华下班前还有一个习惯，看到大楼里有灯光亮着，一定
要上去慰问一下，让工作人员早点回家、早点休息。

长宁区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张青说到邹碧华，“在
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在会场、办公室的情景，而
是他的一个背影。”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张青听
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邹碧华。和平时
身着正装不同，那次他身着休闲茄克衫，背了个双肩
包，充满活力。当时长宁区法院的新大楼尚未竣工，工
地上还是一片狼藉，邹碧华已经调任市高院。他笑着
说，“快了，不久就可以用上新办公室了。”看着他一脚
深一脚浅地走进工地，那个画面仿佛就此定格，那也是
张青最后一次见到邹碧华。

张青说，在长宁区法院的老大楼里，一堆法官挤在一
个大办公室办公，很嘈杂，尤其是接待当事人很不方便。
也正是在邹碧华的力推下，新楼建成后，长宁区法院的一
线法官有了一间虽然不大却独立的办公室。

最后 一次采访
为什么善待百姓.法官.律师和媒体!邹

碧华说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记者初识邹碧华于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法律
大会上，这个大会被称为法律界的“奥林匹克”大会。当时
他在市高院任庭长，有人介绍我们相识，并介绍他是北大
法律博士。为人彬彬有礼，谈吐不凡，不愧是北大才子，是
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多年后，邹碧华任市高院副院长，有他参加的新闻发
布会总是“新闻点”多多，常常现场发挥，从来不怕冷场。
在一次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老百姓关心的食品
安全问题，他详细介绍了法院在打击该类犯罪的“两个从
重”原则，强调以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要定罪从
重，量刑从重。这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只做不说
的，更何况是在面向媒体的公开场合中详细阐述，这在司
法公开方面可谓一个很大的突破。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许
多记者们仍围绕着他发问，他则知无不言。

虽然并不分管新闻宣传，他对宣传却始终很重视和
内行，对于新民晚报更是非常支持。在一次上海法院司法
公开平台的新闻发布会前，邹碧华曾在私下场合表示，像
这样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新闻，新民晚报是最好的平台，
要多为记者采访报道提供便利，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法
院“阳光司法”的各项举措。

最后一次采访他，是在去年首起外国人在华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开庭前夕。由于此案国际影响大、敏感
度高，中政委专门提前一天召开碰头会，商讨新闻宣传等
相关事宜。这也是上海法院首次通过网络微博庭审直播。
敏感的案件，加上庭审网络直播，“覆水难收”，压力可见
一斑，谁来承担责任？邹碧华主动站出来，“我来”。

在那次碰头会后，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开诚布公
地释明了此案的背景和意义。第二天开庭，本报当天便在
头版头条率先报道了此案，邹碧华提纲挈领的分析让读
者对案件的立意豁然开朗。

善待百姓、善待法官、善待律师、善待媒体……这看
似是他儒雅谦和的性格使然，邹碧华逝世后，在采访了众
多法官、律师、当事人等后，我得出了新的结论———他曾
对法官说，“说要善待律师，因为律师让我们从另一个角
度看待案件；善待媒体，因为媒体与法官一样，是为了社
会的公平正义；要善待当事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们看看
我们是怎么审案子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包括
李旭利案、传销案等重大敏感案件中，在他的支持下，法
院不但不避讳，还主动配合媒体司法公开。

邹碧华说过：“当我们把信仰看作生命一样重要的时
候，我们就能为信仰去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
他是这样说的，最终也倒在了最挚爱的司法工作岗位上。

记者当天傍晚时分得知这一噩耗，难以置信，第一时
间采访了他的同事、律师、朋友等，本报立即启动报网联
动，在媒体上率先刊登了他的悼念文章。不为任何理由，只
是为他感动，为他叹息，更希望他在天堂中不再劳累……
只是这次，他再也无法看到。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那些瞬间 那些情怀 那些泪水
!!!追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生前定格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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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邹碧华去世当晚，长宁区法院法官顾薛磊接到一名六旬老人的电
话，家住长宁的李培亭听说了这个消息，焦急地打电话来求证，得知噩耗
是真，他哭着告诉法官：“我们一家三口，一定要来送邹院长最后一程，让
孩子最后看一眼他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孩子的这条命就没有了！”

! ! ! !在邹碧华
追悼会现场，
李培亭老人告
诉记者：'))0
年，他的孙子
铭铭 % 岁时，
突然患上白血
病，生命危在
旦夕。而铭铭
的父母离异，
两人都抛下孩
子不管。母亲
每月只支付
-)) 元 抚 养
费，父亲更是
“人间蒸发”。
当时李培亭的
协保工资只有
%)) 多元，妻
子的工资也才
#))) 多元。

! ! ! !幸亏李
培亭有两套
房子，他想
到卖房救孙
子，但房产
证上有儿子
的名字，可
儿子根本找
不到人影。
走投无路的
爷爷奶奶带
着铭铭走进
法院大门，
失落、惊恐
的铭铭抓着
法 官 的 衣
袖：“爸爸妈
妈 不 要 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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