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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宋 觉

（2014年9月25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行开学典礼。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校师生，欢迎你们加入西
北政法大学这个大家庭！

同学们，自古关中秦川，八月末旬秋冬之
交，总有一场霖雨。《左传》云：“凡雨自三日以
往者为霖”。但是今年的霖雨停停下下，持续半
个多月。你们一入学，就在这淅淅沥沥、绵延不
绝的雨幕中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你们撑着雨
伞坚持训练的场景，受到媒体的关注和社会的
热议。虽然众说纷纭，但你们用坚韧、坚持和坚
守，用实际行动和良好的军训成绩告诉社会
——西法大的学子没那么娇气！在此，我要提
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

同学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美丽的政
法园。这里贤达满堂，一大批泓涵演迤的大家
学者、新锐翘楚探赜索隐、传道授业；这里学风
优良，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交流切磋、探求真
知；这里文化底蕴深厚，你们所看到的石刻、楼
亭、雕塑等处处都体现着西法大独有的气质、视
野与追求。这就是你们走进的大学，这就是你
们成就梦想的起点。

同学们，你们的大学生活就要正式开启
了。作为你们的师长，我很荣幸为你们主讲大
学第一课，带你们去领略西法大的道统、风骨，
陪你们一起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一要珍视校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为追求民主进步、实现抗
日救国的梦想，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
许多先进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不避风险、不辞
劳苦，千里迢迢、像潮水一样涌向陕北延安。
1937年，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就
在这样的伟大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也是中
国共产党第一所高等干部学校。老一辈革命
家十分关心陕北公学，毛泽东同志本人曾十次
到陕北公学为师生做报告。他在为陕北公学
的题词中这样勉励师生，“要造就一大批人，这
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
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
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
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
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
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
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
人们。”这段话就镌刻在我们长安校区校务楼
前的巨石上，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好好琢
磨。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与抗日军政大学齐
名，“陕公”“抗大”相提并论。陕北公学办学四
年培养干部 1.3 万名。毛泽东同志对陕北公学
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
公”，“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
步的一幅缩图。”

1941 年，党中央为高等教育正规化积累经
验，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
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是毛

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综合性大学。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
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等学校先后与延安大
学合并，发展成为一所拥有 7 院 1 部 14 个系的
综合性大学。吴玉章、周扬、李敷仁等老一辈革
命家先后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大学为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49年，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
将延安大学迁至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
学。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同志在繁
重工作中，多次莅临学校，对学校办学方针、人
才培养方向等及时给予指导，他还曾参加了首
期学员的开学与毕业典礼并代表西北局致辞。
在习仲勋同志的指导和关怀下，西北人民革命
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形成了优良的校风、
学风，先后培养3万余名学员，为建国初期西北
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学校遭到破坏直至停办。
1978 年复校，1979 年恢复招生。经过一代代西
法大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今天的西法大建
立了从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从博士研究生到
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一所法学
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雄厚办学实力
的高水平大学。学校培养的十多万校友，以他
们扎实的专业基础、踏实的工作作风、朴实的生
活态度受到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用人单位的好
评；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扎根西北边疆，奉献智
慧与汗水，成为推动西北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边
疆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学们，学校77年的办学历程就是一部服
务国家、贡献社会、为民族复兴梦想奋力前行的
历史。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日救国梦”
到后来的“民主建国梦”；从建国初的“卫国戍边
梦”，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依法治国梦”，一代
代西法大人顺应历史潮流，勇担时代使命，矢志
不渝，始终为民族复兴不懈努力。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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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2014级研究生开学

典礼。首先，我代表学校党委热烈欢迎同学们与西北政
法大学结缘。

进入政法校园，标志着同学们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平
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从今天开始，将正式开启你们
追求新梦想，实现新抱负，立志求学的新征程。在此，我
再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第一，要志存高远，实现人生抱负。“百学须先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对博士生、硕士生同学而言，
有抱负，立大志，于国于民、于己于人都大有裨益。理想
和抱负是照亮人生航程的灯塔，是实现人生追求的动力
和源泉，唯有立大志，方可成大业。一个人的成长和进
步，只有把自己融入所处的时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
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要有远大理想，远
大抱负。希望同学们放眼新时代，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
现实国情，坚定“三个自信”，增强对党、对国家强烈的自豪
感和对自己高度的自信心，脱离随波逐流的迷茫，摆脱不
切实际的幻想，在奋斗中找到归宿，在苦读中建立战胜一
切困难的自信和责任。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判
断是非、理性抉择，而不要人云亦云，盲目盲从；要经常思
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你们，从而
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使自我的不可替代性不断升华。

第二，修身明德，砥励优良品质。品格和品质，是做人
的立身之本，也是做事的根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青年
人成长首先必须追求的目标和素质。只有精神高尚，才会
心中装着人民，才能为人民利益奋斗，才能面对诱惑保持
内心的安宁和行为的端正。因此，希望你们要有正确的道
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克己慎独，修
身明德，从他律中学会自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砥砺积极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品格，成为良好社
会风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学是中
共党员，希望你们遵守党章、从严律己，把道德修养升华为
党性修养，把道德观念升华为党性观念，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做好一名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第三，戒浮求实，树立优良学风。学风问题本质上是
学习态度问题。学风不正必然导致学业失败。我校资深
教授赵馥洁老师34年前曾告诫我们学风“十戒”，使我们
受益数十年。今择其“三戒”与同学们共勉：一要戒浮，因
为浮则难深。学风上的飘浮，就是停留表面，不求深入，浮
光掠影，浅尝辄止，眼高手低，粗枝大叶，由此而导致的浮
泛观察、浮浅理解、浮华论述，很难揭示问题的本质，很难
把握内容的关键，很难明晰知识的真谛，因此，飘浮之风当
戒。二要戒躁，因为躁则无得。当今社会，急躁、烦躁、焦
躁之风甚盛，即便高楼深院象牙塔也概莫例外。求学治学
中的不专心、不静心，坐不住，钻不进，心猿意马，心慌意乱
的情形比较普遍。虽然要求大家独善其身勉为其难，但还
是要调整情绪，平心静气，尽量做到甘于寂寞，耐得住寂
寞，因为求学、治学乃寂寞之道。三要戒袭，因为袭则无
创。当今的学场学界，因袭之风愈演愈烈。剽窃抄袭，偷
工减料，照猫画虎，拾人牙慧，不一而足，少有独立思考，缺
乏创新创造，投机取巧之术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因袭之
风有违学问大道，必当戒之。

轻率浮夸的坏学风，是科学的大敌，是教育的祸根。

力戒坏学风，是求学之大本，是学业之基石，唯有鼓实
劲，做实事，求实功，才能成才可期，成功有望。望研究
生同学们铭记。

第四，勤奋学习，创造优异学业。研究生的主业就是
求学做学问。不论你将来能否挤身于政界、学界还是商
界，站在今天的起点上，创造优异学业理当成为第一追
求。因为，今天的学业掌控着明天的就业，决定着后天的
事业，如果不想明天失业，就要珍惜今天的学业，如果不想
事业无成，就必须竭尽所能地创造优异学业。同学们要明
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练好本领，才好上前线；只要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只要是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

要创造优异学业，一要学会时间管理，珍惜大好光
阴。借用专家对研究生的忠告，每星期至少老老实实学
习50个小时。所以，奉劝大家不要搞那些社会兼职，因
为你兼顾不了，不要把读书当作捎带的事情，因为你捎带
不上；不要期望谁会给你网开一面，因为教学纪律很严；
更不要等到毕业之时两手空空，却要追问三年时间都哪

里去了。二要掌握独立研究的方法。研究生有别于本科
生正在于“研究”二字，因此，用专业思维观察这个世界，研
究的意识，研究的行动，研究的成果应当伴随大家的研究
生生涯。在奠定坚实理论基础之后，要适时选定一个方
向，进入一个领域，关注重大现实课题，服务国家现实需
要。三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多读书，读好书，特别是要多读经典，多读原著，多读权威
期刊，多读大学校长和教授们推荐的书目，不要在消遣性
杂志上浪费光阴，不要热衷于网上的花边新闻，不要倾心
于微博、微信流连忘返。四要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为了
训练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就要多动手，勤
写作，要善于捕捉在诘辩、讨论、交流中的思想火花，抓住
问题寻根溯源，连续发问并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要多参加论坛，要多听学术报告，并分专题进行整理记
录。如果大家每学年能写一篇好文章，特别是经过精雕细
刻写好毕业论文，那么，在你们今后的工作中，就没有写不
了的文章。而能够写好文章的人一般都能干好工作，会有
出息，大家对此要有信心。

就讲这么多，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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