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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什 么 样 的 态 度 期 许 自 己以 什 么 样 的 态 度 期 许 自 己
（上接三版）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回顾学校经历的峥嵘岁月，就
是深望大家能珍视那段光荣的历史，认识生命的意义、生
活的目的与自身的责任，秉承西法大人立身为公、学以致
用的优良传统，密切关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
自己的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将个人梦想融入
国家、民族梦想，不随波逐流，不急功近利，不油滑媚俗，不
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志存高远、追求卓越、勇于进取、
脚踏实地，努力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二要恪守校训

同学们，一走进长安校区的东大门，就会看到一个青
铜铸造的巨型兽纽印章，印面有八个红色篆体字——“严
谨 求实 文明 公正”，印纽是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
忠奸的独角兽——獬豸。这个獬豸造型，取材专门挑自陕
西蒲城桥陵唐睿宗李旦墓前的神道上的石雕獬豸。这个
獬豸看起来不像其他地方的那样怒目圆睁、威猛狞厉，而
是憨厚质朴、慈眉善眼，用同学们的话说——“萌萌哒”。
之所以选这个造型，它体现了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法律并
不仅仅是刚性、威严、理性、冷冰冰，还包含有人文关怀、人
性温暖、公平正义、善良的内涵。

“严谨 求实 文明 公正”是我校的校训。校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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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校期间以至毕生努力要达
到的修身目标。学校门口放置校训印，如同关中农村家家
户户高大门楼和考究精美照壁上的牌匾一样，在宣示着我
们的个性气质和价值追求。

很多国内高校的校训取材于《四书五经》，源自于经
典。如大家熟悉的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出自《周易》；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十字校训，取材于《中庸》。我们的八字校训则源自陕
公、延大的光荣传统，扎根于我们的专业特色和学科积淀，
体现了我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朴实无华，含义隽永。

严谨，就是要缜密而周详，踏实而细心，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严谨是信念、是态度、是作风。《礼记·缁衣》中说:“君
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
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句话告诫人们，一个有修养、
有道德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说话言之有据，不道
听途说，更不信口开河；做事深思熟虑，不浪漫不谨、浮华
不实，不可凭一时冲动而鲁莽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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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道：“君子
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仪之父也。”

严谨还应该是于细微之处看精神、于细节之处分境
界、于细小之处见水平。老子《道德经》中讲，“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千
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
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
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千
丈长堤，因为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
火而导致焚毁。所以，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
防跑火而涂封缝隙。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
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祸临头。细
节决定成败，只有不欺小节，才能走向成功与辉煌。

求实，就是要崇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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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唐代诗人王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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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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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给《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写了篇短序，标题叫“真研
究实在的问题”，其中有这么几句话：“有外国学者发表言
论，说中国的学者出书是最大规模的废纸制造，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出书者成为废纸制造者，
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研究了伪问题，而不是实在的问
题。二是写了实在的问题，但没有真正研究。真正的研究
要深稽博考、而不能东拼西凑，东拉西扯，让读者不知所
云。”这是我们对老师做学问方面倡导的求实作风。我们
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后工作的过程中，都养
成这种求实的作风。

文明，就是文质彬彬，要至知、至仁、至勇。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指的是知

识素养、文化修养以及风度仪容。因此“文”总是与“学”和

“礼乐”联系在一起，“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样才
会有“知者不惑”笃定与坚守，才会有“粗缯大布裹生涯，腹
有诗书气自华”的淡然与自信。

所谓“质”，指的是道德品质。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
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
礼者敬人。”。

君子以仁存心，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有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就是要“仁者爱人”，人与人
以仁爱礼义相处，互信互爱、互帮互敬。最近，经常有媒体
报道年轻女子因为疏于防范而失联的事件。南京警方就
在大学城里安排了一次测试，一名民警驾驶一辆汽车，以
指路为名要求女生上车带路，结果5名女生中有4名就上
了车。由此社会各方呼吁年轻女子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我们不能将女性频繁失联遇害的责任单单归咎于防范意
识薄弱，也不反对女性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在这里要说的
是，我不赞成对帮忙指路的善意与信任的嘲弄，和以自我
保护为名义的集体冷漠，“善意与信任”的缺失对这个社会
来说“比疏于防范”更令人担忧。

君子以仁存心，还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一个善意、宽容的举动效果远
甚于恶言恶语。“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责己
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对待别人要宽厚，当别人
犯过错时，要像他没犯过错一样原谅他，这样才能使他心
平气和地改正过错。要求自己要严格，应在自己无过错
时，设法找出自己的过错，如此才能使自己德业进步。如
果这些都能做到，那就“仁者无忧”了。

至知、至仁还要至勇。至勇就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坚毅果敢、勇于担当。而勇者无惧的前提和基础是身心健
康。离开健康的身心，去说责任、担当、事业、爱情等等，都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说过：“体育于吾人实
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他还主张，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就是我对同
学们冒雨坚持军训的敬佩与肯定。每个人的健康既是自
己最大的幸福，也是国家和民族宝贵的财富。各民族、各
国家之竞争，首先是全体国民身心与体能之竞争。难以想
象，一个弱不禁风、有气无力的身躯，能够承担起治国安
邦、服务公众的责任；也难以想象，一个缺乏勇毅阳刚之
气，而多扭捏柔弱之人的民族能够雄立于强国强族之林！

公正，就是天下为公、公平正直。
《新书·道术》有“兼履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礼记·

礼运》也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正的价值追求，是
我们西法大校训的一大特色。西法大以培养刚直不阿、捍
卫公正为使命的法律职业人而闻名华夏。由法律的精神
而生发的“公正”追求，早就渗透到所有西法大师生的血脉
中。西法大的学子，无论学什么专业，无论将来在庙堂之
高，还是在乡野之远，都要始终追求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廉洁奉公、公以去私，要说话公道、持论公允、办事公
平，不负母校清名。

以上是我对学校校训的粗浅认识和解读，与同学们共
勉，希望大家铭记校训、体会校训、实践校训。

三要践行育人理念

同学们，在主教学楼“天平楼”前广场的西侧，我们立
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四句话、16个字“法治信仰、中国立
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这就是我们西法大的育人理念。

第一句话，“法治信仰”。法治是我们西法大人的价值
准则、行为圭臬。

信仰法治就是内心要坚定认同：良法为治、主权在民、
人权保障、权力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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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还是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秦国尊奉法“为治之本”，从而国富兵强统一天
下。战国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韩非子也认为，“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个结论时
至今日，仍有着警示意义。

尽管“治强生于法”，但是法治的施行，人的因素仍然
很重要，需要大批适法之人，方能收到良效。《礼记·中庸》
中记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使是良好的法律，如果缺
乏得力贤人的推行，则无异成为具文，成为徒有形式而不
起实际作用的一纸空文。唐时白居易面对中唐以后法纪
败坏、奸吏迭出的乱象，发出了“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
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的概叹。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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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
护法，明崇法治精神，忠于宪法法律，维护公平正义，捍卫
依法治国。

第二句话，“中国立场”。中国立场是立足点，是文化

的自觉和主体的能动。
站稳中国立场，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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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学习和以后的
工作中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给同学们介绍的是，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无论是推行“周公制礼”
的西周，还是推行严刑峻法的秦国，主张“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汉朝，物化天宝、万邦来朝的盛唐，还是陕甘宁边
区法制，其形成与繁荣均立足于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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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西法
大的校园里，竟长眠着汉武帝时的最高司法长官、御史大
夫、《越宫律》的制订者张汤，这可谓是两千年历史长河中
神奇的机缘巧合。希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加强传统
法治文化的学习、研究，以史为鉴，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做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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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国际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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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视野”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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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句话，“平民情怀”。平民情怀是追求、是修养。
《老子》中讲，“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坚

持平民情怀，要真诚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自觉尊
重维护普通民众的各种权利，以老百姓的心愿、愿望作
为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方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习仲勋同志在 1950 年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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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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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我们坚持的平民情怀，就是对事业怀有强
烈的上进心和对生活保持平常心的统一；是“有为有不为，
知足知不足”的统一。

最后，我借用著名作家席慕容的散文《时间》的大意，
结束我今天的致辞。

一锅米饭，放几天就会发霉。是什么原因，使那锅米
饭变馊变坏？是时间。

可是，在浙江绍兴，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他们就会在
地窖里，埋下一坛坛米做的酒。十七八年后，女儿长大了，
这些酒就成为了嫁女儿婚礼上的佳酿。是什么使那些平
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也是时间。

同样是煮熟的米，馊了的饭与美酒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那一点点酒曲。
时间怎样对待你我呢？
这就要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期许自己了。
谢谢同学们！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