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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校长率反恐研究院专家调研组赴新疆调研。
7月25日至8月15日，校长贾宇教授率领反恐怖主义研
究院多名专家及工作人员赴新疆进行调研。此次调
研，是贾宇校长近年来大力组织开展新疆维稳与反恐

问题研究连续调研工作的延续和深化，继前年深入喀
什、和田，去年深入吐鲁番、巴州等地之后，今年又进一
步扩展到阿克苏和克州，收集和掌握了大量前沿动态
信息和第一手数据资料，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和博士
人才培养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郭捷副校长率博士项目调研组赴新疆调研。8月7
日至13日，副校长郭捷教授率我校博士项目第三、四方
向调研组赶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就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对外贸易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实地调研。

开学第一课“国旗下的宣誓”。9月8日，我校3000
余名新生在长安校区广场举行“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国旗下的宣誓主题活动。军训旅政委、校党委副书记
赵健，军训旅旅长、解放军边防学院兵种教研室副主
任夏广东大校以及军训旅全体参训干部参加了此次
活动。

学校获陕西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创新工作室命名
表彰。9月9日，陕西省高教工委、教育厅、人力资源保
障厅和教育工会共同召开的陕西省2015年教师节表彰
暨师德宣讲大会上，由学校国际法学科带头人副校长
王瀚教授领衔申报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国际法治创
新研究室”获陕西省教育工会和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
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创新工作室”命名表彰，陕西省教育

厅厅长李兴旺为我校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会前庄长
兴副省长与受表彰教师合影留念。

“中国反恐信息网”正式上线。9月16日，“中国反
恐信息网”开通仪式在西安市法学会隆重举行。中国
反恐信息网由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创办，
旨在向社会提供全面客观的全球恐怖行为动向、国际
反恐舆论、国际社会反恐行动与政策法规，以及国内外
反恐研究动态等前沿信息，是致力于研究反恐活动及
数据信息的专业交流展示平台。

学校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暨迎新文艺晚会。
9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
迎新文艺晚会在长安校区广场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
宋觉、校长贾宇等校党政领导应邀出席了晚会。期间，
贾宇校长登台与合唱团一同合唱了新填词的《陕北公
学校歌》，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法律与司法学院院长一行
来访。9月22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法律与司法学
院院长安德鲁?克拉克教授，科研副院长阿诺娜?阿姆斯
壮教授与治理研究项目研究员、亚太地区合作负责人
黎永强来访我校长安校区商谈合作事宜。贾宇校长于
长安校区会见了院长一行。随后，“第二届中澳治理与
规制国际会议”在我校长安校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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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这个獬豸看起来不像其他地方的独角兽那样
怒目圆睁、威猛狞厉，而是憨厚质朴、慈眉善目，用同学们
的话说就是“萌萌哒”。这个獬豸造型，取材自陕西蒲城桥
陵唐睿宗李旦墓前神道上的石雕獬豸。之所以选这个造
型，是因为它的形象更符合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我们认为
法律并不仅仅有刚性、威严、铁面无私的一面，还包含有人
文关怀、人性温暖、公平正义、弘扬善良的内涵。这个“萌
萌哒”独角兽能让人感受到法治的温暖。

校训“严谨、求实、文明、公正”这四个词八个字听起来
很平实，不华丽、不高深。但它是学校传统的历史积淀，是
学校办学理念、治校精神的高度概括，是师生共同遵守的
基本准则与道德规范。它体现了我校培养人才的一贯目
标，朴实无华，含义隽永。

我们校训的具体含义是：严谨的人生态度，求实的工
作作风，文明的道德修养，公正的价值追求。

具体说来，“严谨”就是严密谨慎，言之有据，行之有
矩，不信口开河，不为所欲为。严谨是治学治事的必然之
道，也是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行为准则。

“求实”，就是要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
书，不尚空谈，不慕虚妄，沉潜务实。踏踏实实做事，一点
一滴积累，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心
浮气躁都是成长的大忌。离开了务实的态度和踏实的精
神，再远大的志向都只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唐代诗人
王勃说过，“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意思是说，本着求
实精神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就会干出成效;一心专务虚
名，敷衍塞责应付工作的人，功业自然浅薄。革命先驱李
大钊也讲过同样的道理，他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
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
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我们学校倡导求实的学风，倡导师生去真研究实在
的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深稽博考，认真调查研究。
例如，近年来，暴力恐怖犯罪猖獗，我校专家团队不辞辛
劳、不怕危险，连年赴新疆反恐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重视，提出的立法建议被国家立法采纳。
今年暑期，又有35位教授、博士、研究人员深入新疆反恐
一线进行调研。这就是我们对老师做学问方面倡导的求
实作风。我们的研究，不图出多少书，发多少文章，只图
实实在在有利于国家，有贡献于人民。我们也希望，同学
们在学习和以后工作的过程中，都养成这种求实的作风。

“文明”就是言则温文尔雅，行则彬彬有礼，敬业乐
群，修身向善。文明体现的是待人接物之道。同学们大
多是独生子女，你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是众星捧月般
的呵护，你们可能从不缺乏自尊、自爱和个性张扬。

但我要说的是，同学们要自尊自爱，更要自重自省。
同学们要砥砺德行，提升自我修养。国家之兴替，视风俗
之厚薄。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出虽有相当知识技能但却
粗鄙恶俗、慵懒倦怠、气泄神衰、萎靡不振、无教养无修养
的人，则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堪忧。

我们支持同学们张扬个性，但不鼓励同学们锋芒毕
露、咄咄逼人、我行我素、任意乖张、一意孤行。个性张扬
的可贵本质，在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而在行为上，则应
该学会平和虚心、善于交流、善于合作、从善如流;学会各
适其天，各全其性，各擅其美，互赏其美，不相为害，既独

立自信又包容和合，互为补台不拆台，才是最可贵也是最
难得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希望同学们在自尊自爱、张扬个性的同时，更自觉地
成为豁达开朗、情商充盈、智商卓越，讲恕道、和为贵，有
涵养、有境界、有大气度的文明君子。

“公正”就是公平正直，没有偏失。“公正”是社会的根
本价值，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是法律人的道德准则，也
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

以上就是我对校训的理解，与同学们分享。希望大
家终身铭记、慢慢践行。

三、践行育人理念

长安校区中心广场的西侧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十六个字，这
是我们西法大的育人理念，体现了学校新时期培养人才
的规格和要求。

第一句话，“法治信仰”。法治信仰就是内心要坚定
认同：良法为治、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律至
上、司法公正、程序正当、人人守法的观念。这些观念是
人类几千年文明进步的结晶，是人类法治文明具有共性
的内容。这种信仰来自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历史的
理性观察和对法律的透彻了悟。在社会资源有限和人的
需求无限的矛盾世界里，法律从人类自身利益最佳判断
者的角度设立规则，着眼民本、维护民主，定分止争、惩恶
扬善。这种信仰与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犬儒主义、封
建等级和顺民观念等格格不入。我们信仰法治就是信仰
人性得到弘扬，信仰权力回归人民，而不再被滥用。我们
的社会，只有坚持法治信仰，才不会迷失正义的方向。美
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
形同虚设”，作为西法大的学子，无论你是学法律、学哲
学、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新闻，皆应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明崇法治精神，忠于宪法法律，维护公平正义，
捍卫依法治国。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推进者，就是对母校法治信仰精神的最好诠释者。

第二句话，“中国立场”。站稳中国立场，首先要有文
化的自觉。要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割裂文化
传统去中国化，更不能崇洋媚外追求全盘西化。同学们
要了解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结合专业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其形成与繁荣均立足于陕西。“徙木立信”“因信赦囚”等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就是从“徙木
立信”开始，通过兑现搬动一个小木头而奖励百两黄金的
政令，彰显法制之威严与朝廷法令之必行，为秦王履至尊
而制六合、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因信赦囚”的故事，是
说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视察大狱，让已悔罪的390名死
刑犯，回家与父母妻子团聚，约定到明年秋天接受死刑执
行。到刑期后，390人全部回到监狱。太宗称赞他们守
信用，赦免了全部罪犯的死刑，体现了唐朝的恤刑慎罚、
尊重生命的理念，也成为信用教化的典范。我们学校在
中华法系的研究、传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拥有
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希望我们的同学
以史为鉴，加强传统法治文化的学习、研究，在学习和以
后的工作中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站稳中国立场，还要有主体的自觉。作为一个中国
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国家的建设者和主人翁的立场之
上。站稳中国立场，你就不会是不负责任的旁观者，而是
肩负使命的建设者，你才是主体，你才入主流，你就不会
找不准定位、看不清方位、甚至坐错“座位”，这样你才可
能发表出真正有价值、能够有利于祖国和人民的真知灼
见，你才会为中华民族振兴树立高远志向，自觉刻苦学
习，你才能找到事业发展的平台，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材。

第三句话，“国际视野”。国际视野是眼界、是胸怀、
是镜鉴。全球化的浪潮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使世界各国
越来越相互依存、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要求我们在
坚持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拓宽视野，放眼世界，深入了
解国际发展情况和世界各国的制度文化特点，不做井
底之蛙。“国际视野”要求我们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先
进成果，顺应世界潮流，博采万国众方，并将它们转化
为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古人说，“不谋全局
者，不足以谋一域”，有国际视野，你就不会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你会在学习、比较、借鉴中站得更高、想得更
远，你的眼界才能更加开阔，思维才能更加活跃，人生
才能更加精彩。

第四句话，“平民情怀”。平民情怀是追求、是修养。
坚持平民情怀，就是要坚决抛弃虚荣、虚幻的“精英意
识”，不论身处何位、身在何处，始终保持做一个普通百姓
的自我认同;就是要真诚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提升普通百姓的生存质
量为己任。1950年，习仲勋同志在我校的前身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就这样谆谆告诫学员，

“职业是不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的是）要和人
民在一起，竭毕生之力，贡献给人民。为谁服务？这是一
个基本问题，这问题弄明白，则职业问题迎刃而解。若这
一点作不到，你就是学了许多马列主义和知识，仍然是一
点用处都没有，老百姓是不需要你的。”这番话，讲的就是
要心怀爱民之心、恪尽利民之责、力行为民之举;就是要
超越找个好工作、有个好收入的自我设计，要有超越自身
利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坚持平民情怀，是自我内在的锤炼和修为。不论身
在何处、身在何位，始终保持做一个普通民众的自我认
同，保持平常心境和淡泊情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以平常心对待名利，不为浮华所累，不受浮躁的社会
风气困扰。要懂得人生有限，物欲无穷，克制人性中对物
的贪婪，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要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节用节约，好好珍惜和享受大
自然赐予我们的资源和财富，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别浪
费、别糟蹋、别轻慢别人的劳动。

同学们，不忘求学初心，必能成就人生伟业。从今天
起，新的梦想、新的成就等着你们去实现、去创造。大学
之路已在脚下，我热切期望同学们用自己的心灵好好体
悟这所大学的精神，把自己的灵魂深深融入西法大厚重
光荣的血脉之中。我衷心祝愿大家在西法大度过充实、
奋进、愉悦、收获的四年，用智慧、勤奋和热情，谱写自己
的美丽人生，谱写我们西法大最美好的华章！

谢谢大家！

珍视校史 铭记校训 成就梦想 为国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