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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9C_A8_

E8_A5_BF_E5_8D_97_E6_c122_485572.htm 母校的各位老师、

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客人，各位校友和同学们： 在一所大

学的校庆典礼上，约请校友代表致词当然是一项惯例。不过

，当这项荣誉降临到我的头上的时候，自己还是感到不小的

意外。我猜想这多多少少跟我是本校78级的学生有关。大家

都知道，78级的学生是我校文革结束复办之后招收的第一届

学生，不仅如此，在庆祝建校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可以发

现一个巧合我们入学那年，正好是迄今为止我校50年历史的

中间点，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年份。此前的25年历尽磨难，凄

风苦雨；此后的25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 这真正是风雨苍

黄的50年啊！我们的母校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通常人们愿意

把一个大学的建立视为一桩教育事业发展的起点，但是，作

为195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界大规模院系调整的一部分，1953

年我校的创办实际上是对法律教育实施压缩政策所导致的一

个结果。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1947年政法系科的

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4.37%，而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居

然下降到了1.87%。此后更是一路下滑，直到文革期间的全面

停办。更重要的是，若干所综合大学的法律、政治学系被强

制合并为一所政法学院，这本身就是对法律教育多样化的一

种压制。同时，单科型政法学院设置的背后隐含着某种特定

的教育理念：在一个已经不需要思想家的时代，综合性大学

所更易于培养出来的那种批判精神就完全是多余和有害的。 

在那样一个不讲法治的时代，我们该庆幸母校有如此杰出的



教师群体和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莘莘学子。直到我们这一

届学生入学之后，仍然听到不少老师跟我们谈起那个对于法

律人而言真正是充满压抑和屈辱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悲剧

。我们甚至在东山大楼的外墙上看到枪炮射击留下的累累弹

痕，望之令人不胜唏嘘。除了培养了学生之外，在前25年那

艰苦岁月里，母校的老师和领导给这所大学作出的最大贡献

便是人未散掉，校园保存下来了尽管半壁江山失手，但是比

起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被“五马分尸”来说，

毕竟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况且复办后老师们还曾经试图发动

学生想方设法收复失地呢。人马未散，家园尚在，这种更好

些的条件使得文革结束后我校能够捷足先登，率先复办，并

成为全国重点院校。这是对于后来的发展至关重大的一个基

础条件。在这里，我们应当向那些此付出艰巨努力的老师和

领导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在后来的25年里，我们的学校跟这

个国家一样赶上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已经多年不上讲台

的老师们焕发出巨大的教学和研究热情。林向荣老师从辅导

，到讲课，让我们感受外国法制史的魅力；廖俊常老师铁嘴

钢牙，雄辩滔滔，在法庭上尽情地展现着法律知识的力量，

也展现着重庆方言的幽默风趣；高绍先老师文采华茂，在课

堂上引用某学生的打油诗“来到歌乐山，大作壁上观”，不

过，至今我仍然怀疑，那诗是否就是高老师自己编的；张警

老先生一派隐士风范，治学严谨，只是那浙江方言常令学生

如坠五里雾中；杨杜芳老师为矫正年龄已近三十才开始

学ABC的同学的英语发音费尽移山心力，一位同学总是

把London读成lang dang；上逻辑学的邢同洲老师上课时常举

些我们习焉不察的表述里的文字错误，仿佛他的提包里仿佛



装的不是讲义和书，而是满满的各种错误；图书馆出纳部的

肖廷秀老师总不忘托人给同学们捎口信，告诉他们要借阅的

某本书已经还回来了⋯⋯我有限的视野和今天的时间限制都

不允许我在这里将母校各具特色的老师们的风采一一称颂，

我只能说，他们有着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对知识的一往情深和

对学生的一片炽热心肠！ 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这个庆典

的时刻，大家都在企盼和祝福着这所我国法律教育重镇更加

美好的未来。我们都看得出来，西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

是未来的发展也要面临着不少挑战，要克服某些特殊的困难

。作为校友，我个人很高兴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不少有机会向

校领导建言献策。走向真正的综合性大学无疑是正确的目标

，尽管法律之外科系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学的层

次其实完全依赖于校园中学者的层次，正如教育家弗莱克斯

纳告诫我们的：“⋯⋯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

伟人。一个微耳和、巴斯德或吉布斯就可以改变其研究领域

的整个知识秩序。”一个优秀学者的个性必须得到尊重，他

需要不必依靠加官进爵便可以得到的尊荣。从本科生直到博

士生之间各种层次学生们的互动是学生成长过程的重要环节

，也是大学校园生活对人生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之一，而相隔

较远的两处校园无疑给这种互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招生

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如何对于我们的每一位学生进行细致

的培育，让他们能够经常接触老师并能够充分利用图书、网

络等设施，都是需要审慎地考虑和以有效的制度加以保障的

。 最后，我要说，构成一个伟大大学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永

远是求新和创造。在过去的50年间，母校的教师和她的毕业

生已经显示了这样的精神。今天，中国的法治正在走向攻坚



时期，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是我们法

律人还是承担着在一个尚未实现法治的国度里建设法治社会

的使命，这使命神圣而艰巨，关山阻隔，困难重重，但是知

识、智慧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对于探索者而言，面对着的前方也许仍然是漆黑一团，但

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奖赏是，当回首背后，他们看到的

已经是灯火灿烂的世界！ 谢谢大家！ 文章出处：法律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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