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级校友丁伟

华政复校 40 周年暨 1979 级入校 40 周年纪念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见习记者 张叶荷

40 年前， 怀着为共和国法治建设添砖加瓦的雄心壮志，

300 余名崇尚法治的青年学子， 毅然踏入华政校门； 40 年

后， 他们一起 “回家”， 共叙共和国法治建设的明天。 与改

革开放同步、 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创新路、 入

校时正值新中国第一部 《刑法》 颁行……作为华政复校后第

一批法学生， 1979 级华政校友的身上， 刻着特殊的印记。

您心中的华政精神是什么？ 40 年来， 你觉得法学教育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台下提问的， 是 2019 级华政学

生， 台上回答的， 是 1979 级华政校友。 当华政复校招生的

首批 1979 级学生重回母校， 与 2019 级华政新生展开一场

跨越 40 年的法学生之间的对话，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日前， 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了共和国法治的明天”

为主题的华政复校 40 年主题纪念大会举行， 两代学生一起

畅谈共和国法治未来。

学生 ： 在华政学习的过程

中 ， 华政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

么？ 华政的烙印又是什么？

79 级校友李志刚： 大学四

年的师生之情、 学生之情， 给我

留下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时， 华

东政法大学叫做华东政法学院，

当时的 1979 级， 在外界、 “江

湖 ” 上一直是一个传说 。 这对

1979 级学生来说 ， 是一件非常

光荣的事。 我想强调的， 并不是

我们在学校毕业后取得了多高的

学问 、 多大的关注和多好的前

途， 而是在校的四年中， 同学们

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关怀，

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成为

华政给予我的一个烙印 ， 给予

1979 级校友的烙印。

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小例

子和大家分享。 毕业之后， 我又

回到了学校， 从事法学工作。 我

记得， 学校第一次派我去做一个

重大采访的时候， 有两位老教师

陪着我们一起去。 当我们出发之

时， 我们的老院长拉着我， 反反

复复、 千叮咛万嘱咐地说， 两个

老师陪你去采访 ， 他们年纪大

了， 你一定要照顾他们。

在此过程中， 他买好水果，

订好车票 ， 还把我们送到火车

站。 那时候， 我就认为， 学到什

么很重要， 学问也很重要， 但更

重要的是， 我们 1979 级学生与

学校、 老师及其他同学之间建立

起来的友情、 师生情及亲情， 我

也希望， 华政一代一代的师生能

把这样的师生情、 友情、 亲情一

直传递下去。

四年学生情、师生情成华政烙印

学生： 40 年来， 79 级校友

心中的华政精神是什么？

79 级校友杜志淳： 华政精

神是指 “在逆境中崛起， 在忧患

中奋进， 在辉煌中卓越”。 我认

为 ， 这与学校发展历史息息相

关， 华政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华政人前行。 复校时期， 学校办

学条件艰苦 ， 经费少 、 师资不

足 、 办学资源短缺 ， 仅有东风

楼、 体育馆和 40 号楼一半的使

用权。

当年， 学生们吃饭只能借用

别人食堂的一小半场地， 饭后，

学生们需要将吃好饭的桌子擦干

净当书桌， 供学习使用； 体育锻

炼只能在马路上跑步。 但是， 经

过一代代华政人的努力， 经历了

二次创业 、 松江校区建设和使

用、 学校更名为大学等一系列奋

斗过程， 华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法学人才， 并在近两次的教育部

学科评估中均取得名列前茅的成

绩。

华政精神激励一代代华政人前行

学生： 不同的法律职业， 需

要法学生具备哪些能力？

79 级校友何鸣： 从我自身

职业来说， 成为一名法官需要四

个 “会”。 一是会说， 提高口头

表达能力， 善于表达想说的话；

二是会写， 提高书面写作能力，

加强法律文书方面的写作训练；

三是会协调 ， 提高关系协调能

力， 懂得方方面面的情况， 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 四是会办

事 ， 提高工作执行能力 。 对法

官、 律师、 检察官来讲， 不同的

岗位的具体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比如律师的表达能力、 口头能力

则需要更突出一些。

总而言之， 归纳到一点， 法

学生必备的技能都包含在华政的

校训 “笃行致知 ， 明德崇法 ”

里 。 “明德 ” 就是阐释怎么做

人， 一个人要有职业道德、 社会

道德， 如果不 “明德”， 能力水

平再高也走不远 ； “崇法 ” 则

是要理解法律精神 ， 懂得依法

办事 。 校训就是在教人怎么做

人。

校训中包含法学生必备技能

学生： 对于法学生来说， 在学

习阶段学习了很多的学科内容， 但

是毕业之后， 尤其是工作之后， 可

能就需要专心于某一具体的学科。

这样学到的知识， 在以后的工作和

生活当中可能会用不到， 对这一类

现象， 又该如何看待呢？

79 级王佩珍： 即使从事的是

看起来不直接相关的工作， 但实际

上通过华政四年学过的法律知识，

已经内化于心， 在无形中， 给自己提

供了很多帮助。 从我自身经历来说，

在毕业之后， 我被分配到法院工作。

在法院工作了 5 年多。 最终因为其他

原因， 我离开了法院， 在外资企业工

作。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学财务， 开始

考证。 然而 4 年在华政读书的经历，

学法律给自己打下的法律素养， 对我

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的帮助， 是很大

的。

借此机会， 我也有一句话分享给

在座的学生，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

两件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 一件是让

自己开心快乐， 另一件是让别人快乐

心安。”

主持人 、 79 级周天平补充说 ：

“法律是调节公民和社会的关系， 各

行各业法律无所不在。 哪怕同学们将

来从事与法律无关的工作， 法律也会

为同学提供帮助。”

法律贯通于各行各业

学生： 作为法学生该如何把个

人理想与国家法治建设相结合？

79 级丁伟： 法治建设的发展

和法学生的个人事业发展， 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 国家法治

建设的发展， 为我们个人， 尤其是

法学业的学生个人事业的发展， 开

辟了非常广阔的舞台。 另一方面，

国家的法治建设则是一个大厦， 需

要千千万万法治人才的加入， 才能将

法治这座大厦建设好。

对于个人来讲， 如何在国家法治

建设的过程当中， 更好地发挥个人的

价值，我认为，还是要有个人的奋斗目

标，要有个人发展的蓝图。 综合来讲，

法治建设的内涵非常多， 包括了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等，任务

很重，法科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可能

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所以在校期间，法

学生要立足于法学学习， 不断学习不

同的新知识，这是第一要素。

另外， 作为一名法学生， 应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承担起法学生的社

会责任， 站在国家整个法治建设发展

的高度， 观察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法律

问题， 面对法治现象， 要学会实践归

纳和解决。

法治建设需要千万法治人才

学生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 两代人在法治建设中的使命分

别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完

成这份使命？

79 级校友沈庆中：法治建设是

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我国国情决

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比其他国家更

加艰难、更加宏大。这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我国古代历史上， 法治建设不

完善、法治文化相对缺失。法治建设

需要一代代人的传承， 这不是一蹴而

就的，更不是某一个个体能够完成的，

需要整个民族一代代人的奋斗。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传承。 对今

天的人而言 ， 需要在前一代的基础

上 ， 接过接力棒 ， 纠正不合理的内

容， 让法律符合时代发展、 符合社会

现实， 更符合法律原理。 除应用层面

的传承以外， 我们这代人还需要对法

治建设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不仅要把

法律工作当职业 ， 更要培养法律思

想、 法治思维。

立法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需

要有先导者和先驱者， 这要求有法律

思想和法律文化做前提。 政法大学不

仅要培养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

法治人才，更需要培养优秀的思想家。

不仅要懂法，更要向人民群众普法，提

高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这就是传承，也

是一代代法律人的成长使命。

法治建设需要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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