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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敬（1896.12.20—1968.4.14），法
学家、哲学家、翻译家。历任中共中央办
公厅法律组副组长、第一届全国政协代
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中央法律委
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中国政法学
会常务理事等职。

1938 年 3 月，毛泽东亲自到延安机
场迎接何思敬。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
称赞他“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是
知识分子的榜样，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
家”。何思敬是毛泽东公开评价过的唯
一的法学家。

何思敬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余
杭区），13 岁丧父，家境贫寒。经其父好
友张静江（同盟会元老）资助，赴日本留
学。192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1926年入
东大研究院深造。

1927 年 2 月，受广州革
命政府秘书长周柏年的邀
请，何思敬回国，任国立中
山 大 学 教 授 和 法 科 副 主
任。1932 年 5 月，何思敬加
入中国共产党。9 月，重返
中山大学任教，党组织要求
他对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
份开展工作。

到延安前，何思敬已是
全国知名学者。到延安后，
何思敬曾任抗日军政大学
教员、延安大学法学院院

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
编译处译校、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陕甘
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等职。

1941年9月，延安大学正式成立，设
法学院，何思敬任院长。延安大学法学
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法学教育的开
端。

1945 年，何思敬出席中共七大。9
月，他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
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
原则和方案等。

何思敬在延安九年，主要从事翻译
马列著作、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
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培
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何思敬的正义感

何思敬的子女认为，毛泽东称赞他

有正义感，主要是说他不贪图荣华富贵，
具有追求真理的家国情怀。何思敬的父
亲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是
浙江湖州同乡，这些人对何思敬颇为器
重，曾资助他赴日留学并安排工作。何
思敬投靠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愁升官
发财，但他谢绝他们给予的机会，走上与
之不同的道路。

在广州工作期间，何思敬严格按照
党组织的指示办事。虽然他言论激进，
国民党当局还是把他看作无党派人士，
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何思敬多次公
开表示一辈子不当官，只想专心做学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政变，广州被白色恐怖笼罩。当时，中山
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何思敬站
在进步立场上尽力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
革命青年，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
主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成为深受
学生拥戴的“红色教授”。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
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召开盟员大
会，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
何思敬倾囊捐献，并撰文揭露日本侵略
野心，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
策，呼吁团结抗日。

1934 年 1 月 28 日，为纪念“淞沪抗
战”两周年，中山大学“抗日剧社”演出活
剧，多名学生被特务和军警逮捕。何思
敬挺身而出，联络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
斥责校长邹鲁允许军警入校抓捕学生的

行为，联名要求学校出面营救被捕学生。
老红军钟远蕃教授是何思敬在中山

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学生，他回忆说：何
思敬老师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凡是
有损于中国权益的事情，他都慷慨陈词
与之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何思敬先在北京大
学任教，后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后
担任人大法律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是新
中国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

何思敬的勇气

1934年以后，何思敬经常举办讲座，
讲述当前形势，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
政变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他的演讲
吸引了校内外听众，会场总是挤得水泄
不通。反动当局连续向何思敬发出要暗
杀他的恐吓信，但他置若罔闻，继续演
讲。他的勇敢让学生们深为感动，称赞
他“摸着老虎屁股骂老蒋，真使人佩服！”

1935 年，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
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予以
响应，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
高潮。1936 年 1 月 9 日，广东军阀陈
济棠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酿成“荔枝
湾惨案”。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逮捕支
持学生运动的何思敬。何思敬获悉后，
还坚持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声援“一二·
九”运动的演讲。

重庆谈判期间，何思敬多次接见《新
华日报》记者，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
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

《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推行
“宪政”的欺骗性和“五五宪草”的反动实
质，抨击国民党的阴谋和罪行。为此，他
受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却被
社会舆论评价“真有骨气”。

何思敬的勇气，表现在思想上不迷
信理论权威，敢于质疑，坚持真理；精神
上不畏强权，国民党的恐吓威逼都没有
使其妥协；生活上不畏艰辛，不被升官发
财诱惑，选择了艰苦的革命道路；行动上
敢说敢做，勇于进行斗争，坚守信仰，至
死不渝。

何思敬的学问

何思敬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流
的法学家”，可谓名副其实。他有法学、
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与深厚

功底，精通德语、英语、日
语和法语，翻译了外国法
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等著作。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
间，他研究马克思的哲学
思想和黑格尔的法哲学、
精神现象学，开设《经济学》

《方法论》和《战争哲学》等
课程，讲授《资本论》《黑格
尔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和

《历史唯物主义》。
抗日战争期间，他翻

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暴
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黑格尔的《法律学
批判》等著作。他和徐冰合译的《哥达纲
领批判》被公认为当时最好的译本，被列
为高级干部必读书。

解放战争时期，何思敬任中共中央
办公厅法律组副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
委员。1948年3月，协助周恩来草拟《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他继续从事法律与
哲学的研究、教学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
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介绍《德意志意
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实践论》等重要著作的文章，继续翻译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法律家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
学哲学手稿》等。

何思敬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法学
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为我国民主和法制
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创建新中国政
法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等方
面作出了可贵贡献。

知识分子的榜样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
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
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一个知识分
子，不论在哪个行业、从事什么职业，也
不论学历、职称、地位有多高，唯有秉持
求真务实精神，才能探究更多未知，才能
获得更多真理，也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

“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是毛泽
东对何思敬的评价。天下为公、担当道
义、求真务实，是党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
的要求。不同时期的要求一脉相承，何
思敬都是当之无愧的榜样。

回顾校史，学习党史，我们每一位教
育工作者都需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到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
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校史馆 胡海容）

“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何思敬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
精神，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
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
史 爱 国 ，推 进“ 四 史 ”教 育 走 深 走

心，本报特别推出“学‘四史’、守初
心”专栏。

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抛头
颅、洒热血，建立起伟大的新中国，
将一个全新的中国展示在世界面
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国的奋
起而做出贡献的人们。今天，我们
走近革命先辈何思敬，他曾被毛主
席 赞 为“ 有 正 义 感 、有 勇 气 、有 学

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
家”。

何 思 敬 是 中 国 哲 学 家 ，法 学
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红色
法学奠基人，国共重庆谈判中共代
表团唯一的法律顾问，参与起草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新中
国法律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值得
我们缅怀。

清明至，祭
英魂。“我们要
铭记一切为中
华民族和中国
人民作出贡献
的英雄们，崇尚
英 雄 ，捍 卫 英
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戮力
同心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 国 之 大
事 ，在 祀 与
戎”。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
慎终追远、缅怀
先辈的优良传
统。回望百年，
无数革命先烈
为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
抛 头 颅 、洒 热
血，勇往直前以
赴之，筑起拯救
民族危亡、捍卫
民族尊严的钢
铁长城。为了
缅怀革命先烈，
学习革命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
清明节时节，我
校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组织师
生开展缅怀英

烈系列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
的智慧和力量。

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园、杨虎城将军
陵园、刘志丹烈士陵园、南梁革命纪念
馆……每一块烈士墓碑，都记载着一段
英勇的记忆，这些镌刻历史记忆的地方
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连日来，机
关党委、校团委、研究生院、公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民商法学院、刑事法
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新闻传播学
院等单位，纷纷组织师生前往烈士陵
园、革命纪念场馆，重温革命先辈英雄
事迹，感悟党的光辉历程。

公安学院师生在西安市革命烈士
陵园纪念小广场革命烈士墓前敬献花
篮，鞠躬致敬，默哀行礼，深深缅怀在大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

献出生命的大批革命先烈们，结合党史
教育，学院还特别推出了“百名师生讲
党史，百年征程谱华章”党史宣讲视
频。刑事法学院师生在杨虎城将军墓
前致悼词：“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苍
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先烈们是中华民
族的骄傲，是我们永远崇敬和铭记的英
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师生在杨虎城
烈士墓前敬献鲜花，鞠躬致敬，默哀行
礼，深深缅怀杨虎城将军“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革命精神。
研究生“红色法治研习之旅”团队师生
为南梁革命纪念馆英雄纪念柱敬献花
篮，缅怀为革命牺牲的英烈，并在英雄
纪念柱下重温入党誓词。民商法学院
组织师生党员代表前往西安市革命烈
士陵园，深切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向
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并默哀致敬。马克
思主义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组织学生党
员前往学校校史馆参观学习，了解红色
校史，感悟“老延大”优良传统。经济学
院组织师生党员观看《古田军号》《第一
大案》两部党史题材电影。

我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任校
长的李敷仁烈士长眠在西安市革命烈
士陵园，机关党委组织党员代表党员们
在烈士陵园敬献花圈，重温入党誓词，
擦拭老校长的墓碑，聆听老校长不平凡
的一生。大家纷纷表示将不辜负老校
长“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殷切希
望，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校团委组织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联
合会、青年志愿者大队、国旗护卫队团
学骨干代表前往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园，
通过集体默哀、敬献花圈等仪式，向峥
嵘岁月里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英勇
牺牲的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学校组织师生积极参与“网上祭英
烈”清明网上祭扫活动，通过浏览网上
纪念馆、悼念英雄、默哀致敬、书写寄语
等方式，告慰英灵、寄托哀思。师生们
纷纷表示“会铭记历史，更加珍惜英雄
们用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抷热土一抷
魂。“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我们号召全校师生以“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为
鲜明导向，铭记先烈遗志，赓续红色血
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党委宣传部 张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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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初解语
青春正行

汗水滑落的印迹
现出热血的锋芒

起步 冲刺
跨越 突破

疾风为你呼啸
光点因你聚集

让青春在这刹那燃烧
荣誉的印迹恒久烙印

光线徐徐西移
呐喊渐渐消逝

光影勾勒出你奋斗的轮廓
永远相信

我们的故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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