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6月29日 校友版 责任编辑：刘嘉豪

2021年5月22日，我校1960级党史专
业二班校友牛玉民、郝琦、张淑惠、李光
美、何玉桂、梁永秀、杨鸿武、蔡敬恩、王安
辉、肖仁君、焦颖等一行11人回到母校，重
温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校长、校友总会
会长杨宗科专门会见了老校友们，他热情
的握着老校友们的手，欢迎他们回到母
校，倾听学长们讲述他们在校时的学习、
生活及参加劳动的故事，为他们介绍学校
近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并和老校友们亲切
合影留念。杨宗科校长在合影前，特别叮
嘱老校友们保重身体，感谢他们对学校的
关心、关注和支持，并表示一定不负期望，

努力把学校办的更好。
学校副校长、校友总会

副会长李玉朝全程陪同校
友们参观了雁塔和长安两
个校区,并转达了党委书记
孙国华对老校友们的关心
和问候。

上午，老校友们漫步雁塔校区，在行
政楼前，他们忆起了亲自打磨水磨石地面
的劳动场面；在礼堂旁边，他们讲起了在
礼堂观看电影、参加集体劳动和到淳化生
产农场锻炼的故事；在教学楼前，他们兴
奋的谈起了当年党史系学生自己组建乐
团，排练演出的情形；在图书馆前，他们感
慨当年小小的阅览室和如饥似渴的学习
身影；在中楼旁、老西楼内，他们望着曾经
的宿舍楼道，感慨曾经同窗共读的时光。
一群耄耋老人，走在校园的路上，神采飞
扬，眼中有光，仿佛归来的少年。

下午，老校友们来到长安校区，在学

生食堂品尝了新时代的学生餐，参观了新
校区校园、校史馆、张汤墓遗址等。在校
史馆和张汤墓遗址，老校友们像刚入校的
学生一样，认真的跟随着讲解员，专注的
聆听每一句讲解，有疑问的，不时发问，有
共鸣时，满目欣然。在校史馆的入党誓词
前，老校友、老党员
们庄严肃立，重温入
党誓词，铿锵有力的
声音，饱含深情的双
眼，让在场的师生无
不为之动容。

参观完张汤墓
遗址，老校友们乘车
依依不舍的离去，
1960 级党史专业二
班老校友们重聚母
校的活动至此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此
次活动，给共同参加

的师生们上了一堂既生动又感动的校史
课、党史课和人生哲学课。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处长刘霖杰、
副处长杜平，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校友
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建利全程陪同老校友
们参加了相关活动。

风雨兼程一甲子，深情再聚政法园
——我校1960级党史专业二班校友返校

5 月 29 日下午 14:00，随着
一声哨响，国际法学院 2005 级
校友与国际法学院院队之间的
一场特殊篮球友谊赛拉开帷
幕。

千里万里，只为能回母校

参加这一场篮球赛。陈志高、
薛茵驰、胡玮、于徐州、姚鑫、连
锟、胡攀登、马健等8位同学，数
月前便开始了动议，一个月来
更是朝思暮想，终于在今日，走
进了熟悉的校园，踏上了心心

念念的篮球场。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西

北小体院”的健儿们，一开始便
活力四射、动感十足，整场比赛
紧张而激烈，校友们换下职业
装、放下社会相，专注而又执着
的寻找往日的自信与轻狂，年
轻的国际法院队的学生们，生
龙活虎、斗志昂扬，志在必得的
拼抢、追赶着他们的学长。比
赛持续约两个小时，最后国际
法学院院队以74:61取得胜利。
双方握手、拥抱散场，无论输
赢，幸福和喜悦都写在彼此的
脸上。

挥汗如雨后，长安的风吹
过每一位校友的脸庞，终南掩
映、天平无恙，青春的身影匆
匆，校园的绿茵如往，归来，只
为寻找昨日的模样，归去，再谱
西法大人的新章……

今年中央在全党开展《中国
共产党历史》学习教育活动，最
近我和单位同志在一起集体学
习或者自学时，经常想起上大学
时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课程
的张万禄老师，张老师的音容笑
貌不断萦绕脑海展现眼前。询
问打听了张老师近况，知道他虽
已年近九旬，依然安康，精神矍
铄，激动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张万禄老师先后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西安陆
军学院、西安政治学院等军史院
校教授中国共产党历史 22 年，
1984年转业至西北政法学院担
任教授，继续教授中国共产党历
史和中国革命史，曾兼任陕西省
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
长。主要著作有：《毛泽东成长
的道路》(合著)，于 1987 年获中
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院校政治理
论研究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
全国出版社系统“首届读物”二
等奖，1989 年秋被国家教委选
定为全国青少年读物。独著的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诞生》，至今
已再版再印多次，为青少年和广
大读者提供了一本普及性的通
俗 历 史 读 物 ，影 响 较 大 。

张老师学识渊博。他给我
们讲党史，思路清晰，掌握的资
料非常丰富。我们文科学生的

历史知识相对多
一些，但在张老师
的大课堂，大家都
会被他讲授的丰
富鲜活的史料所
吸引，都会静心瞩
目地聆听。他讲
共产党的成立条
件，讲共产党历史
人物生动活泼的
生活工作故事，讲
历史转折时期影
响历史进程的具

体情节，语言不很华丽，但故事
情节引人入胜，让人沉醉，深得
学生喜爱。张老师撰写、宋任穷
同志题写书名的《毛泽东成长的
道路》送了我一本，我一直珍藏
至今。

张老师情感充沛。他对学
生关爱有加，对工作认真负责，
热情极高。他常常深入学生宿
舍，了解学生生活动态，教授人
生道理，传授学习方法。有次他
来到我们宿舍看望学生，即刻被
周围宿舍学生包围起来，他就非
常高兴地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时
的党史知识和生活体会，夜深时
大家才依依惜别。1985年刚入
学时，我写了篇小论文《中国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井冈山生
存？》作业，老师看后，写下了将
近一页的批阅意见。他没有责
备，没有鄙视，给予更多的是赞
誉和具体的修改建议。他情意
深切的鼓励我继续努力，好好做
一个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这对我以后写作水平的提高以
及正确人生观的形成都影响极
大。当年我的入党志愿书里面
好多对党的认识，对一些历史事
件的认识，都有张老师教诲的印
记。

张老师注重客观。他讲授
的历史事实大都站在客观公正
的立场上，对一些掩盖历史的资

料和歪曲历史的言论，他厌恶至
极、不屑一顾，并经常针锋相对，
及时申明观点；他客观评价我党
历史人物，尤其是在党的发展历
史中犯过错误的人物，在一些历
史转折关头发生的可能影响历
史进程的大事或小事；他会旁证
博引，借古论今，用史料验证昨
天发生的事情，讲评现在发生的
事情，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这
些都对我们学理论学法律的学
生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称张老师为先生，
一是因为张老师是八十年代，最

早一批也是较少的一些讲授共
产党历史的教授；二是因为张老
师到政法讲党史，当时就有党史
著作出版，我们学生也都佩服他
是富有经验的党史专家；三是因
为张老师具有学者的雅量、志士
的坚强、文人的清高气质，具备
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毫不畏惧
一些事情的学生气十足的年轻
人崇敬的条件。

张老师虽已年近 90，但笔
耕不辍，曾几度修订出版发行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诞生》。这
本书我没有看过，但看介绍知道
这本书较为系统地记叙了毛泽
东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
革命实践、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
最基本的革命经验——创造性
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也较为系统地记叙了新中国
诞生的基本过程，从而教育大家

走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成为共产
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和接班人。
该书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观点
明确，诠释清楚，在理论界获得
了好评。

有一些时光，已经深深镌刻
在记忆中。这些年来，很少见到
张老师，我常常因此自责。我应
该去见见老师，去拜访老师，看
看老师的书，感受感受张老师的
先生气息。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
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了解
过去，就是为了把握今天，创造
明天。我们现在既然重学党史，
就要认真领会，学懂弄通，坚持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学党史
昭示我们的是：我们这代人要承
担起并完成好承上启下的历史
任务，每个人都要坚定永远跟党
走的决心，也要教育引导身边的
人一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重回母校家园，再展篮球魅力
——我校国际法学院2005级校友返校参加篮球友谊赛

记党史教授张万禄先生
郝成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