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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院长出席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大法官讲坛仪式上的

致辞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 尊敬的葡语国

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院长、大法官：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

领导、教授和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首先，请允

许我隆重介绍葡语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的各位贵宾：米兰

达先生，安哥拉最高法院大法官；纳维斯先生，巴西最高法

院院长：拉莫斯先生，佛得角最高法院院长：马雅洛先生，

几内亚比绍最高法院院长：马加泽先生，莫桑比克最高法院

院长：塞亚先生，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长：玛丽卡女士，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最高法院院长；西门诺先生，东帝汶上诉法院

院长：岑浩辉先生，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 今

天，我由衷地感谢各位嘉宾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分布于欧、美、亚、非众多葡语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院长

、大法官、欢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并在此举办的大法官

讲坛发表演讲；我作为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对各位嘉宾的访华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预祝演讲取得圆满

成功。 葡语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最具共性的特征，就是使

用共同的语言一一葡萄牙语，有着共同的法律传统一一同属

大陆法系，致力于个共同的崇高目标一一为人类的文明、进

步、公平、正义而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你们应我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先生之邀，在澳门成功地召开

了一个“葡语国家和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沟通了思想



，交流了经验，加深了友谊，增强了合作，我为你们祝福，

为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你们取得的成果而高兴： 按照《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澳门长期实行原有的社会经济制

度和生活方式，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继

续基本保持其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中国

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

往，是在一国之中两种不同制度下进行的，因此，两地的法

律和司法的交往显得特别的重要。我今天可以高兴地告诉朋

友们，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探索出一条两地法律

和司法互助的新途径，较好地解决了“国两制”下的法律问

题和诉讼问题。实践证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成功

实践，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显得更加绚丽多姿，人类不仅要保持自然界中生物的

多样性，同样也要保持各民族文化、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

的多样性，这就叫做“求同存异“。“大同”是一种价值取

向，“差异”是一种客观需要。正是由于存在差异，才构成

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才符合各国的现实需要，才需要包括

各国法律界和司法界在内的沟通和交流：今天，中国人民大

学，汉语与葡语将共同发出回响，余音袅袅，就是生动的例

证。 不论世界各国和地区司法制度如何差异，但是都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伞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这是司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各国司法的共同追求

，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旁边，有一条“正义路”。每当人

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都会很山

然地把这条路与最高人民法院联系在一起。“司法”就是“

正义”的相关语，甚至是同义语，司法必须在“正义之路”



上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振兴国家的关键在于教育，振兴教

育的关键在于教师。在我们履行自己光荣而艰巨的职责时，

总是联想到我们的法律摇篮，总是不会忘记那些默默无闻、

辛勤耕耘的老师，是他们给了法官们丰富的法律知识，使法

官们足智多谋，公平善断各类案件。所以法学教育与司法活

动紧密相联、息息相关。这就是今天在这里举办“大法官讲

坛“的意义之所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相距遥远，身处

不同的国度，然而阳光普照五洲，友谊属于全球。愿这阳光

的友谊把我们永远地联结在起，为创造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

界而共同努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