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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筹备毕业30年同学聚会活动，脑
海中尽是当年在政法校园生活的情景。
除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同学友谊，就是老
师给我们上课的一幕一幕。四年里政法
几十位老师辛勤耕耘，亲切教诲，如红烛
一般燃烧着自己，照耀着我们成长，至今
忆起，倍感亲切。

与我们接触最多的自然是辅导员王
喆老师。那时他兰州大学刚毕业，可能还
不到 30 岁，四年里与我们居住在同一楼
内，吃饭在同一食堂，朝夕相处，甘为人
梯，如同兄长。他虽没有给我们上过课，
但常主持班会，贯彻学校决定，处理班上
事务，强调纪律要求，敬业勤奋，为人谦
和，是一个性情中人。记得我们毕业离校
时，他恋恋不舍，满含热泪，谆谆嘱咐我们
在工作中要埋头苦干，为社会作出贡献。
王老师现仍在教学岗位上，每次回政法见
到他都十分亲切。

系总支书记是惠铎老师，毕业时换成
赵都老师。惠老师是一名老干部，工作抓
得紧，要求严格，但并不计较学生对他的
态度。当时正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同时在清除“自由化”的精神污染。
每周六全校搞卫生时，惠老师四处细致检
查，许多地方要重新清扫，我们说他“吹毛
求疵”，他听后在大会上反唇相讥“我在吹
灰求净”。一次他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
批评社会上的年轻人奇装异服，跳舞时搂
搂抱抱，说这就是精神污染。我们班刘尔
林同学当时思想前卫，着装新潮，当即站
起来吼道“惠老师，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说罢摔门而出，弄得老师很难堪。我们当
时对刘尔林的举动很震惊，也替他担心，
但此事后来并未受到追查。

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的专业课，包括原
理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杨文汉老师给我
们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采用北方
十六所大学的教材，以后他还给我们开设
了马列著作专题和经济学专题。杨老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当时年富
力强，是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领军人
物。他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劳动雇
工、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他常
说，“对理论问题要善于思考，只有这样一
挖，那样一抠，才会理解得很深”。他讲课
的语速是记录速度，每节课我们都很紧张
的记笔记，一学期要用完好几个本子。杨
老师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对专业课的学习，
以后我们班许多同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和教学，其理论思维、教学方法无不
受到他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他是我们
学术上的导师和引路人。

池无愁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李
曼玲老师助教。教材选用徐禾主编的《政
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实质是《资本论》
的缩写本，是很有理论深度的，当时学起
来很费劲。池老师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讲
课十分流畅。李曼玲老师当时很年轻，很

时尚，她和给我们讲授《工业经济》的赵忠
云老师是夫妻，两人都胖胖的，见人热情，
一脸笑意，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资本论》原著是我们的基本专业课，
三卷本扎扎实实学了一年半。其中郑世
明老师讲第一卷。他瘦高的个子，具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与孙皓晖、曹锡仁老师同
是少壮派，被誉为政法才子。郑老师要求
我们一字一句地读原著，领会精神实质。
第二卷由蒙舒老师讲授，张振伯助教。这
一卷阐述了资本的运动过程和社会再生
产的理论，教学中老师紧密结合现实的生
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使我们有学以
致用的感觉。现在渭南中院工作的张振
伯老师当时正在读研，常常组织我们讨
论，为人谦和，一表人才。第三卷由龙善
德老师讲授，瘦瘦的老头，似是南方人，讲
话很有精神。讲课内容深刻，思路清楚。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
充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魅力，学习
后不但使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经济原理，同时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当时还开设了几门属于经济历史的
课程。郭文赞老师讲授《西方经济学说
史》。他瘦瘦的很精干，一口河南话，后来
做了政法图书馆馆长。郭老师是我毕业
论文的指导老师，一遍遍修改，提出意见，
其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让我难
忘。冯家乐老师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
他以专题的形式，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中
国主要经济思想家在制度、开放、土地等
问题上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过程。冯老师
极度关注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当时深圳
特区初建，人们议论不一。他专门去深圳
做了考察，回后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特区的
现状和问题，批驳了社会上对特区的种种
非议，表现了一个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长远看法和观点。《外国经济史》由张明义
老师讲授，他是理论系的副主任，参与了
招生工作，对我们全班每个人及其家庭了
如指掌。他讲课的方言很重，给我们留下
很深的印象。

陈方老师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当时的学术界持一种
批判的态度，说萨缪尔森、凯恩斯、熊彼特
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上课时先
讲理论再批判。陈老师讲一口难懂的方

言，当时年龄也大了，我们也不重视学习，
因此对这门课当时并没有学懂。参加工
作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
化，又通读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
方才感到这门课是很重要的。

《经济法学》由孙皓晖老师讲授，现任
政法副校长的郭捷教授也给我们上了几
节课。孙老师博览群书，出口成章，讲课
完全是演说家的风采。他对具体的经济
法条文讲得不多，着重从理论上阐述经
济与法的关系，阐述计划经济的局限性
及其演变过程。他理论功底深厚，思想
深刻，较早地思考了中国的改革问题，与
当时改革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温元凯、朱
嘉明、黄江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学术交
流。一次他有病我们去家中看望，他对自
己的病谈得很少却要求我们积极思考中
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落后，处处挨打，“文
革”发生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是什么等问
题。孙老师的讲课风格和他对于理论研
究的热爱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他后来成
了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影响
很大，风靡一时。

《商业经济管理》由江辉老师讲授，他
当时学校刚毕业，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
几岁。《国际金融概论》由杭仲亚老师讲
授，魏云棠助教。杭老师个子不高，戴副
眼镜，对课程相当熟悉，可惜临近毕业这
门课我们都没有好好学习。钟兴瑜老师
讲授《世界经济》，一口东北方言。《会计原
理》由徐莹玉老师讲授，印象中她瘦瘦的，
南方口音，很精干，“有借必有贷，借贷必
相等”是她灌给我们最深的耳音。《数量经
济学》由段进鹏老师讲授。这是一门新兴
学科，以数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其实
是很重要的。由于数学不好，对这门课我
当时真没有学懂。《形式逻辑》由马健、童
延生老师讲授。

我们还开设了几门基础课程，包括语
文、英语、哲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

语文课由于青、罗书玉老师讲授。于
老师讲写作，常常站在凳子上板书。印象
中她每次上课都要带好多书，讲到某篇文
章就随手翻一本。在讲丁玲的散文《元帅
啊，我怀念您》时，饱含深情，高声朗诵，极
富感染力。语文是我很喜欢上的课，我的
朗诵就很受于老师的影响，散文《鞭炮声
声》还曾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罗老师讲

语法和古文，一口醋溜普通话，常常拿安
俨同学开玩笑。

英语由杨文溪、田丽娅两位女老师讲
授。我们当时英语底子差，从 ABC 学起。
杨老师每次上课都提着双卡录音机，一遍
遍放录音带。大部分同学学得很吃力，但
均勤奋努力。宝善同学每天六时起床在
宿舍背单词，影响我们睡懒觉。东胜同学
常常说“学英语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一个
字，就是‘练’”。我自己在英语上也下了
很大功夫，但不知是不得法还是功夫没有
下到，英语始终没有学好，对以后的工作
影响很大。田老师当时学校刚毕业，30岁
左右，人长得很漂亮，又能讲一口流利的
英语，当时是我们的青春偶像。

哲学课由赵炎、张武和王楷模三位老
师讲授。赵炎老师是三原人，讲唯物论，
以后做了政法的副校长。张武老师身材
魁梧，主讲辩证法。王楷模老师关注现代
科技的发展，在讲物质的可分性时，讲到
了“夸克”，我们当时是第一次听说。一次
课间我跟他谈到邓拓的《燕山夜话》，他说
这是一本好书，说邓拓是文章大家，第二
天就给我带来了这本书。王楷模老师至
今还活跃在教学一线，是我省哲学、政治
学方面的专家。

《中共党史》由李凤权老师讲授。他
讲课抑扬顿挫，声若洪钟，如演评书，听他
的课是一种享受。当时《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社会上对
党的历史持虚无主义态度，“非毛化”的谬
论甚嚣尘上，这门课程其实很难讲。李老
师博览群书，遍搜史料，实事求是地讲解
党的历史，特别是讲授了毛泽东对中国革
命的伟大贡献，驳斥了社会上不正确的论
调，使我们对党的历史有了客观的认识，
树立了正确的观点，至今想来，获益匪
浅。配合党史的学习，我们还看了很多电
影，如《啊，海军》、《啊，野麦岭》、《山本五
十六》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由刘群老师
讲授。刘老师一口陕西话，是很热闹的一
个人。这门课现在大学可能已经取消了，
当时基本采用了斯大林时期《联共党史简
明教程》的观点。随着前苏联档案的解
密，当时的许多史实是颠倒的，观点也是
错误的。当然这不能怪刘老师。

整整30年过去了，昔日活跃在教学一
线，年富力强的老师们如今大都年逾古
稀，霜染两鬓，个别老师甚至已经离开了
我们。但老师们昔日的风采，谆谆的教
诲，蜡烛的精神却常常被我们忆起，永远
留存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
上走好每一步。

向亲爱的老师们致敬！
祝愿他们秋实累累，晚年幸福，健康

长寿！
（作者：薛健，1980 级政经班校友，现

就职于陕西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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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友、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欣一
王慧泽，1960年出生，内蒙古

松山区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政

法学院，1991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敖汉旗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先后在赤峰市

人民检察院原法纪检察、审查批

捕、审查起诉等部门工作。2002

年任渎职侵权侦查处处长，2008

年任反渎职侵权局局长。2010年

起任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曾获第2届“全

国十佳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称号。

1981级校友、敖汉旗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慧泽
侯欣一，1960 年出生，法学博士。

1983年至2000年在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

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全国

政协委员，农工党天津市委副主委，南开

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教育部法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

国法学会法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律

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制史研究会秘书

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

研究，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和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两个领域具有一定的造诣，承担或

参与过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那 年 那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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