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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意见》强调，审判责
任主要是指违法审判责任。法官
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
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
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当承
担违法审判责任。（详见今日本报
A03版）

法官对办案质量负责，是依法治
国的题中之义。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
责任倒查机制。”系列错案纠错历程
也启示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追责制

度。此次《意见》对违法审判责任的细
致划分，恰提供一种行为规范，以制度
形式落实了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倒
逼法官依法办案，有效规避冤假错案
的发生。

特别是，法院是司法部门，与公
民权益休戚相关，更要在执行终身追
责制度上先行一步，并做出表率。

明确法官的违法审判责任是一
个好的开始。以现实而论，极少数办
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简单粗暴，甚至
违法办案，不仅会错判，而且会错抓、
错审、错诉。比如，早在2013年，修订
后的《刑诉法》开始实施，在规定严禁
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

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
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再
者，建立了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
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所有这些制
度细节，正是为了保证办案质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期待法院完
善司法负责制，能够成为提高司法机
关公信力的一个范本。也就是说，公
检等相关机构也应参考这种制度理
念。比如对制造错案的办案人员，及
时启动责任倒查机制，实行责任追
究。如此，方能尽量减少错案发生的
几率，让每一起案件的司法结果经得
起程序与时间的检验。
□张西流

明确法官审判责任的示范意义 微话题@

教授断绝师生关系，冲动只会两败俱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
会长孙家洲日前公开宣布与今年
新招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
系。孙家洲称由于郝相赫在微信
上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
克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韩树峰“无端嘲讽”，违背其本人

“师生之交首重道义”的重要原则，
因此公开声明称“郝相赫从现在起
已经不是我的弟子”，并“在半个小
时前已经把决定告知了郝相赫本
人”。（详见今日本报A13版）

从网络舆论看，两极化趋势明
显。赞成者认为孙教授做得对，青年
人做学问首先要尊师重道，做到沉潜
治学、平和为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

质疑者则表示，孙教授这种动辄“逐
出师门”的做法过于小肚鸡肠，缺乏
学者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也毁了一个
学生的未来。

我们不知道郝相赫同学究竟对
人大和北大的两位著名学者说了哪
些“犯上”的狂言，但从孙家洲教授

“极为震怒”、“忍无可忍”的反应以及
郝相赫知错认错并道歉的态度看，这
些狂言可能真的犯了学术界的忌讳。

同属学术圈，低头不见抬头见，
弟子对同行口出不逊，当老师的脸上
挂不住，还会被指教育无方，这是人
之常情；即使是朋友圈也不能乱说，
这是常识。

尽管弟子有错在先，但发公开信
断绝关系的做法还是过头了，这对一

个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人来说，
过于残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
是一个毛毛愣愣的小伙子？把一个
年轻人的口无遮拦上升到断绝师生
关系的程度，我们看不到作为一个长
者和学者应有的宽恕与宽容。

孙家洲的公开信发出后，学生
认错了，道歉了，也删除了“狂言”，
学术界也应容得下学生犯错。毕
竟，郝相赫虽然可以根据学校规定
更换导师，但一个被公开“逐出师
门”的学生谁敢要？即使有导师不
得不收下，别说在专业领域有所建
树了，能否顺利毕业都是未知数。
从这个方面来说，教授该给弟子一
个改正的机会。
□耳东

大学生需要“恋爱课”吗？
2015新学年第一周，天津大学学

生拿到手的选课手册上，赫然列着一
门《恋爱学理论与实践》的课程。开
课单位是校团委，两个学分，授课者
是学生社团“鹊桥会”。（9月21日《中
国青年报》）

计入学分不妥

@刘昌海：我赞成在大学里开设恋
爱课，但不赞成计入学分。比如，恋爱
课可以以讲座等形式进行。

不如开“情商课”

@毛建国：针对大学生的实际，当前
更应该突出情商教育，完全可以开设一
门“情商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