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 2019 级本科生陈方媛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报告团成员、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本科生陈方媛。刚刚

聆听学习了全国模范法官、我们敬爱的胡国运学长的先进事迹，学长

在未名湖畔、江西红壤上留下的铁骨柔情公仆心给了我很深的触动，

我也想在这里向各位老师同学汇报我的学习心得，砥砺修行向榜样致

敬。

5 月 6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胡国运学长在办公

室突发疾病，55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他的手边，还摊着

即将开庭案件的案卷。

很多新闻报告都将这个最后的场景作为故事讲述的开头，但少有



人知道——那一天，胡国运学长已经卸任了庭长职务，他在生命最后

时刻经办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项目，是他主动在新庭长到位前站好的

最后一班岗。

从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再到省高院二级高

级法官，一路走来，胡国运学长恪尽职守，三十三年，逾千案件，无

一错案。但胡国运学长又何止是在恪守作为人民法官的职责呢？他在

用自己有限的生命，穷尽一个法官、一个学者、一个前辈，能做的，

所有的事。

1987 年，胡国运学长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经过再三考虑，

最终还是放弃了留京工作的机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数量并

不多，而北京大学毕业生是何等的天之骄子。但学长说：“江西是革

命老区，现在比较落后，我要用自己的所学去回报家乡。” 学长还说：

“我是农村出来的，深知民生之重。”

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毕业生，能给当时相对落后的地方司法实

践带去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将大学法学教育

与司法实践二分，理论研究的价值总是很难在实践上被认可，大学生

们甚至常常被称作“象牙塔”里的人。作为一个同样在北京大学法学

院学习、生活的大学生，过去的我也常常焦虑，焦虑自己该如何将所

学化为所用。而胡国运学长用三十三年的司法创新成果告诉我，理论

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

2012 年，江西高院民一庭接到一起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女方提

出，男方巨额借款从未用于家庭，其与男方已分居多年，不应由其承



担共同还款责任。当时处理此类案件时，法官往往按夫妻共同债务处

理。但胡国运学长在合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一方欠下巨额债务，

要另一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不公平的。应该把共同债务的举证责

任分配给出借人，出借人要求夫妻共同签字，“共债共签”就可以避

免风险。

今天，我们翻开民法教材，可以看到“共债共签”已被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解释和民法典认可。但实际上，最高院司法解释出台于 2018

年，胡国运学长提出以共债共签避免夫妻共债道德风险的建议时，是

2012 年。

如果没有对生活实践的深刻观察，对法律前沿问题时刻保持关注，

胡国运学长怎么能在细微案件中准确把握法律发展的趋势？江西高

院民一庭法官李平称“他是一部‘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无论是对

法律条文、经典案例，还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条文，他都如数家珍。”

时至今日，李平法官在与人讨论案件到激烈处，仍会习惯地脱口而出：

“问问胡庭长，听他怎么说。”

在胡国运学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三层的大书柜。里面满满当当

的，全是书，除了专业法律书籍，还有《唐诗宋词元曲》、《史记》、

《孙子兵法》等经典传统书籍。胡国运学长是学者型法官，但也是能

将理论与本土资源巧妙结合的实践者。南丰县人民法院被列入全国家

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时，大家对改革该从何入手很迷茫。胡国运在经

过细致调研后指出：“南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故里，我们



可以试着把曾氏家风文化融合到家事审判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和

合”为理念、把感情修复列入家事审判的首位。这套创新做法见效管

用，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改革目标。如今，南丰家事审判已成

为全国家事审判的“样板”。

在胡国运学长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件物品很特殊，那是沙发背后

的白墙上悬挂着的一帧草体书法，上书“澄心得妙观”。我想，这是

胡国运学长用来勉励自己的话，也是胡国运学长的真实写照，正是因

为有这样澄澈的心境，才能在面对各类“疑难杂症”案件时，总能够

在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中，找出一剂良方来。学长的细谨和优雅，

还体现在一行行裁判文书的说理中。在一起建设工程纠纷案中，洋洋

洒洒三万字的法律文书用细致入微的剖析不慌不忙地对上诉人查清

事实的主张进行认定，对上诉人滥用证据的行为进行罚款，也对被上

诉人的愤愤不平给予回应。一篇法官札记里有这样的片段：我在胡国

运前辈的生命里读到了法律人的使命感，这是对法律规则精准运用之

外的一点温度，又是一种极致的优雅。我实在是不能更认同了。

探索与实践，让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胡国运学长的创新探索列

举不尽。胡国运学长倡议设立的环资审判“博士合议庭”，为环资审

判搭建了制度基础；指导出台的旅游纠纷审判指导意见，推动了全省

旅游法庭建设；撰写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

转法律问题的调研》《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司法保障研究》

等著述，成为基层法院的“教科书”……

最后我想说，胡国运学长并未走远，他为我们留下的恪尽职守、



开拓创新的精神已然在每一个如我一般的法律人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我相信，也希望大家共同相信，这千千万万颗种子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抽芽、生长，共同构筑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榜样如此，吾辈岂能甘于平庸。

以上就是我的心得体会，再次向胡国运学长致以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