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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步云
教 授 ：男 ，
1929 年 11
月出生，祖
籍内蒙古卓
资县，哲学
专业硕士研
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
家 。 1949
年 7 月起先
后在绥远省
行政干部学
校、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西安
政法学院、陕西中医学院工作、学习和任
教。1979 年回校任教，曾任政治理论系、
行政法系主任，兼任陕西省辩证唯物主义
学会副总干事，陕西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
总干事。1995年3月离休。代表作《马克
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黑格尔法哲学：法与
主体性原则的理论》《政府法制论纲》《法的
本质的哲学思考》等。曾获国务院表彰的
高等教育事业“突出贡献”者、司法部评选
的先进教师等荣誉称号。我校马克思主义
哲学学科、行政法专业的主要创建人。
2018 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
誉称号。

清风湿润，茶烟轻扬。自雁塔校区而
入，一路宁静。初雪之后，天气日渐寒冷，
敲响武老师家门之前，我也曾因未谙其脾
性而暗自忐忑。不曾想到，出现在我面前
的是这样一位心怀若谷、精神矍铄的老人。

结缘政法，开行政法系之先河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
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
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
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
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一个法学本科行政法
学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2006 年 10 月学校更名为
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改革决定，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
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
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
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
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
老师颇为此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
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
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
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
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
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
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
为代表的老一辈创始者们的辛勤耕耘。

置身学术，树法与哲学之典范

虽是学习法学出身，但在当时，武老师
在哲学教研室已经教授了 20 年的哲学。
因此，基于自身的学术兴趣及知识结构，武
老师选择的科研方向主要是法哲学。武老
师选择法哲学，也受到钱学森的影响，他提
到，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他曾到西安交通
大学学习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受
到钱学森所讲“法学是一门行为科学”影
响，开启了自己的研究。

在采访中，武老师曾不止一次提到：
“我这一辈子，只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
‘法’是什么。”法的本质是一个基础的问
题，但在他看来，却恰恰是最困难的部分。

围绕着这个问题，武老师开始了他的研究，
探究法的本质、起源、功能、价值和法律方
法等，并于 1992 年著书《马克思主义法哲
学引论》。武老师强调，法学与哲学实际上
是紧密相连的。武老师在 20 年哲学教育
中，对哲学有着独到的理解，不仅熟读马克
思主义著作，并且在研读黑格尔《法哲学原
理》之后，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法与
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并在 80 岁那年将这
两本书重新梳理、修改后，写下《人本法学
的哲学探究》，提出了人本法学的观点，在
某种意义上，武老师便是人本法学学派的
创始人。

著书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武老师也已
是90岁高龄。但他并未选择休息，而是重
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在我采访之时，他已经
将《资本论》阅读至五百余页。他自嘲道，
一辈子并无什么爱好，是个单纯的理论爱
好者，但现在还喜欢在闲暇之余看看电视
剧。武老师讲得很真诚，和蔼的微笑也未
曾变过。这样可爱随和的性格，仿佛与德
高望重的教授形象相去甚远，但却又真实
的存在着。摊开的书与眼镜静静躺在书桌
上，阳光洒进来，武老师的形象愈加生动清
晰起来。

桃李天下，传德高为范之精神

双手扶持千木茂，慈怀灌注万花稠。
为师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
中教化着学子。对于如何教授知识、传播
思想，武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武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会一味的“填鸭式”
灌输，进行知识的堆叠，而是注重引导，让
学生自行吸收理解，从而达到真正消化知
识的目的。

“多读书，一定要多读好书。”武老师在
求学之时，便有广泛阅读的习惯，今日今时
亦然。对于法学的学习，武老师强调，马克
思主义是学习各种学科的基础，只有从马
克思主义著作中汲取正确方法，并用这种
科学的方法去学习，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他也指出，这是当今学生所欠缺的
部分，在采访中，武老师殷切希望学子们真
正沉下身心去阅读，而不止浮于皮毛。

教书育人，是武老师在过去60年时光
中重要的一部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
这几十年中，武老师的学生早已遍布祖国
大地。谈起自己的学生，武老师脸上和蔼
的微笑又重了几分。那种为师者的骄傲，
深深蕴藏于岁月更迭赋予他的眉目之间的
象征智慧和经历的纹路，在不经意中，从言
谈与神情之间流露而出。

落尽琼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无香。
在武老师身上，我看到的是穿过岁月风霜
间的一支梅花的化影。这位已是朝枚之年
的老教授，依旧伏案而作。执一支笔，暖一
衾帛，捧一章锦书，烫一壶茶，半生过矣。

我言辞拙劣，未曾描绘出武老师风
采十之二三，但愿借拙笔一支，将武老师
非凡之法学思想与学术作品传播，供莘
莘学子参考，也将其风貌继续传承，源源
流芳。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张立影）

郭志琦教授：男，1935年5月出生，祖
籍陕西长安，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1年
起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处、中央办
公厅机要局、西安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西北政法学院、西
安医学院工作、学习和任教。1979年6月
回校任教，曾任政治理论系主任、经济法系
副主任、经济贸易系主任，兼任陕西省外国
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理
事等职。1998年9月退休。代表作《竞争
学》《市场经济理论史纲》等，我校政治经济
学学科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
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同郭老师的采访相约于老师的家中，
郭老师虽已年过八旬，却是容光焕发精
神抖擞，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令人顿时
肃然起敬。对于荣获“功勋教授”称号，
郭老师非常激动，并向学校表示感谢。
光阴荏苒，从 1958 年进入西安政法学院
学习到1964年研究生毕业回校工作再到
如今，郭老师和西北政法大学已有 60 余
年的缘分，他在我校创建了经贸系和市
场营销、国际贸易专业，制定了法商结合
的特色教学计划，参与我校政治经济学
研究生硕士点的申报工作。一路走来，
郭老师见证了学校的艰难坎坷，也是学
校辉煌事业的建设者。

回忆起数十载求学路，从西北大学
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西北政法大学，从
法律系到经济学，郭老师认为有两个时
间段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点。其一是在
西安政法学院学习时，学校开设了经济
学、政治学等新专业，他由于学业成绩优
秀被学校安排为提前毕业生并分配至经
济系当助教，在此期间，郭老师不忘刻苦
学习，并于 1961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
班，从此，郭老师便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道路；其二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期间，安稳的社会环境为他提供了丰富
的学习时间和大量的学习资源，郭老师
回忆道，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里，除了去
公社的十天，其余时间都在看书、学习，
这也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夯实基础。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郭老师明白认
真读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看
来，阅读量是学术的基础，只有量的积累
才会引起质的飞跃，知识的积累不仅是
丰富自己，拓宽视野的过程更是形成积
极向上的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它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成
型。同时，对于学术的追求不能只囿于
课本，论文、著作、期刊都是获取知识的
理想来源，在读书的同时更要学会思考，
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郭老师在经济学、政治学领域颇有
建树，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西方经济
学和经济学说史类、市场经济理论及市
场经济理论史类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批
判新自由主义干扰等三类，并以独创性、
针对性、严谨性的特点在社会各界享有
较高评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将
郭老师的著作《市场经济理论史纲》评价
为“我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市
场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专著”，出版社编辑
则认为该书“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邻域
的空白”，同时郭老师的部分论著被国内
著名刊物摘转，为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
提供论证基础。

总结自己从教的三十余年，郭老师说
自己一共做了三件事情，备课授课、创办新
专业和学习。“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
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读书学习，只担

心学得不够多；领会要义，只怕悟得
不透彻。学习最怕产生自满心理，
也最怕已经学了的东西不能完全掌
握，不去付诸实践。这是郭老师对
于学习的态度，正所谓“学海无涯学
无止境”，所谓“顿悟”并非空穴来
风，它是活动主体长期沉潜于研究
对象之后豁然开朗的必然结果。好
学者，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善学者，
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学者，两者兼
并，因“爱”学之，学无止境。

在郭老师看来，学术需要博览
群书，也需要学以致用，要学习去
读懂“无字之书”，这种“无字之书”
源于生活，既有理性的探索，也有
朴实的智慧，但读懂这种书并非易
事，必须独具慧眼、步步留心、时时
在意，善于观察、总结、思考，才能
于平凡之中捕获其奇特之奥义。把“无
字的书”与“有字的书”相结合，从理论到
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用理论经历过去
的实践，创新现在的实践，二者紧密结合
循环往复才能使学术能力得到升华。为
了研究服务业竞争问题，他除了阅读大
量相关书籍资料，还专门到珍珠泉等服
务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并接连用几个晚
上的时间到火车站广场考察。

“实事求是”是郭老师对于学术研究
的态度，也是他处事的原则。“心是一颗
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犹明珠而混以泥
沙，其洗涤犹易；以情识衬贴之，犹明珠
而饰以银黄，其洗涤最难。故学者不患
垢病，而患洁病之难治；不畏事障，而畏
理障之难除。”学术研究贵在求真、求
深，做人亦是如此，理论与实践并重，知
识也与品德并重；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
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不用怕物障混淆

了我们的心灵，因为总有一天可以拨云
见青天；应该怕的是我们心灵把握了错
的原则，那就很难认清问题的根结。

有言道，“学者是天生的学者”。所
谓“天生”，不是指“天才”，而是指他志向
在此，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牵绊，虽千万
人吾往矣，于是一路走来，他带着那颗赤
子之心成为“天生”。在采访中，郭老师
谈及了往事，那是一个充满变换与未知
的时代，社会制度逐步建立，学术领域百
废待兴，正是像郭老师一样的那些“天
生”学者一点点铸起了我国各类学术的
基础，他们不为名利，不畏艰难，不管夹
岸的高山，平远的田畴，巍峨的城郭，冷
落的村庄；也不管日丽风和，风雨萧瑟，
云卷云舒；只是不舍昼夜，为心中所追求
浩浩荡荡地向前流去，默默向世间提供
舟楫灌溉之便。无问西东，只问初心。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刘欣悦）

穆镇汉教授：男，1929年10月出生，祖籍江苏无锡，经济法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0年
起先后在苏南苏州行政干部训练班、苏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系、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安政法学院、西北大学学习和工
作，1979年回校任教，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
书记，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陕西省法
学会会长、中国劳动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95 年 11 月退
休。代表作《商业法教程》《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
有资产立法的几点思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等，我校经济
法学学科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
荣誉称号。

初次见到穆老师便觉得亲切，他身体康健，思维灵活，不必
多言便能让人感受到岁月沉淀给予他的睿智。

经历过侵华战争的动荡年代又因双亲患疾他与大学学府遗
憾错过，幸而在解放后进入苏州的培训班学习税务，后进入苏南
公学工作，因为优异的表现而被推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的一名大学生，自此开启了他的法律道路。经过不断深造，其后
他被分配到西北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由于国家政
策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他不仅教过法律，还自学了经济政治
哲学等，为建国初期的人才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唯有自己理解知识，熟练掌握并运用知识，形成一套自己
的认知体系之后，才能更好的教授学生。”秉持着这样的教学理
念，他孳孳不息，将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事业，整整五年
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周末休息。正是因为穆老师把教学的品
质放在首位，才能够出色地胜任每一项教学任务。如今穆老师的
桃李早已带着他心底最初的法律愿景遍布祖国大地，成为国家的
栋梁之材。

时光荏苒，穆老师从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到经济法学院副院
长，再到经济法学院院长后来又兼任经济法学院党委书记，虽
然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但身为我校第一位被评为副教授的老

师，他从未忘记自己身为一名老师的初心，心中从未放下教
学事业，从未忘记培养人才的重任。

在对比考察了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
的差异后，穆老师认为学校应当扩大规模培养法律人才。
几番申请，他争取到了国家的财政支持。他主持加盖了学
校的教学楼、食堂、宿舍楼，给师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校园
环境，；在全国扩招，招生范围从以前的六个省扩展到二十
四个省；新设行政法学院、公安学院等……为了提高学生专
业水平，穆老师还提出增加专业选修课、专业课、体育课等，
并且制定新的教学方案，安排新的教学计划，形成了“法学
为主，多学科，多层次”的教学体系以适应国家社会的发展
需求。

身为院长，穆老师肩上的担子比之前纯粹做老师时沉
重了许多，千头万绪的工作没有让他手足无措，反而让他更
加坚定的把教学质量作为衡量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标准。在

解决师生之间存在的问题时，虽然很多时候令他感到困难，但
穆老师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仍然心系自
己承担的社会工作，参与了很多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修改和补
充，为地方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到同为教师的父亲的影响，穆老师认为教师应当以学生
为中心，将育人作为首要目标。当下社会，虽然教师们面对
着多方的压力与诸多的诱惑，但是既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
就要学会平衡种种矛盾冲突，在适应复杂环境的同时，更要
踏实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穆老师希望所有教师明白，理解
是记忆与运用的基础，而记忆与运用则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重要方式。“只有足够专注，真正地深入研究，才能教给学
生更多知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应当认识到自己
的责任，明确自己的定位，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能够自主地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穆老师希望当代大学生能够利用大学四年时
光“广博地学习”，他进一步阐述，所谓“广博”，是指广泛地学习
知识，专业地钻研学问。大学生应当在大学期间养成良好的学
习方法与学习态度，学习到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方法。

对于获得“功勋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穆老师谦虚地表示自
己只是那些奋斗半生仍旧孜孜不倦的老教授中的一名，他们之
中的很多人都是十分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有许多人退休以后仍
然致力于学术科研。他也希望“功勋教授”这份荣誉能够鼓励
当代教师坚持心中的信念，不畏吃苦，潜心育人。

“要重视年轻人，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和条件，相信他们，今
后是他们的舞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深入人心，穆老师的每句
话都像他给予我们的感觉，真挚温暖，不乏深刻。多年知识与
阅历的积淀让他对教书育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有着更多
对自我的要求，对教育事业怀着更多的关心，这大概就是一个
老师最初的样子吧，一片赤诚，终身热爱，将满腔热忱源源不断
的献身于教育事业。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朱墨清）

武步云:一辈子，我只弄懂了一个问题

杨文汉教授：男，1934 年 6 月生，祖籍陕西兴平，
政治经济学专业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1949 年 11 月起先后在咸阳干校、中
国人民大学经贸系和研究生班、陕西省计委物资局、
西安政法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工作和任教；
1979 年回校工作，曾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
任，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生态
经济学会理事、陕西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2003 年 3
月退休。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纲》《完善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步骤》等，我校政治经济学学
科主要创建人。2018 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
授”荣誉称号。

亲近的话语、体贴的照顾、灵活的思维，所谓“阅
历都写在脸上”，是经历过世间百态后自然呈现于面
貌之上的睿智与和蔼吧！这便是我对杨老师第一眼
的印象。

1949 年，家庭经济的困难剥夺了一个孩子
求学的机会，这让当时的杨老师很无助。也正
因此磨砺出了他吃苦耐劳、发奋图强的坚毅性
格，此后再面对学习深造的机会，杨老师总是
倍加珍惜、积极争取。由此，在不断的努力和
坚持下，他于 1953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并在
1959 年如愿以偿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

在杨老师看来，这些经历是幸运的。愿意
承认运气的人，往往是不计较付出的人，“但行
好事，莫问前程”便是如此。

杨老师的学术生涯以解读马列著作为起
点，以服务经济建设为目的。他深入调查，不
断探索，尝试创新，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从单一
的经济学分析转至交叉学科分析，并且积极服
务教学。1993 年，杨老师牵头编纂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导论》出版，此书对人们了解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对学生唯一的要
求。”谈及培养学生的成长成才的经验，杨老师如是
说。育人育理更育心，他始终坚信，以德立身，以德
立业。陶行知曾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此番道理在杨老师身上得以体现。杨老师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
背景下，则更需要众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
才，如此，唯有心怀德法，才能真正服务于党、服务于
国家、服务于人民。

顺应“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号召，杨老师强
调，大学生仍处于需要广泛学习的阶段。教材要厚，
讲授要精，教师应当深入难点、重点、热点，充分引导
学生广泛阅读，使其拥有更大的自学空间。与此同
时，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至关重要，这要求教师重视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讲授，深化概念，讲透理论，联
系实际，说明现实，充分发挥指导作用。

求学路上，他把握机会，知恩感恩，牢记党和国
家对他的栽培；土改时期，他深入群众，树立为人民
服务的理想。故在谈及对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热爱
时，杨老师非常动容。“党和国家和人民给我的太多
了，而我能回报的却太少太少。”人生起落沉浮，对杨
老师来说唯一不变的便是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敬重之心。

“功勋两个字太重，我不敢当，但我敢说，我是一
个爱党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好教师。我出生在农
村，是农民的儿子，解放前是个失学青年，非常悲
观。解放后是党和国家一手培养了我，送我上大学，
读研究生，进高校升教授，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幸福
的家庭。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不会
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很知恩，也很
感恩，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我热
爱的感情已渗入血管，融入血液中。从事教学后，我
教学认真，科研努力，热爱学生，桃李满天下。”

爱党爱国，是杨老师一生的信仰；忠于人民，是
杨老师毕生的追求；育人桃李，则是杨老师口中，唯
一能够报答党和国家和人民对他培养之情的方式。

“我老了，只有想到自己的学生们还在为党和国家和
人民奉献着，才能有些许安慰。”

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
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最有用的阳
光。而杨老师的教育理念便是如此，浸润着对人生
的感悟，一如阳光般闪亮而温暖，那是教育智慧和人
性智慧的交融，是对于青年人的心灵而言，任何东西
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光。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蒋丰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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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琦：学术需要博览群书，也需要学以致用

杨永华教授：1937年2月出生，祖籍山东东营，法制史专业
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北京
大学法律系毕业，1965年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
生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工作，1979年到我校
工作，曾任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
会长、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代表作有《中国
法制史》《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我校法
制史学科主要创建人。因为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
拓性贡献，2012年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2018年
荣获“西北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杨老师出生的 1937 年，是一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
代。少年时期的杨老师怀揣着为中华崛起而努力读书的远大理
想，1957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在大学
期间他更加刻苦，如饥似渴的汲取着的知识的养分。1962 年，
本科毕业后，杨老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攻读中国法制史方
向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张国华、肖永清和张友渔等诸位导
师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友渔老师勉励他要树
雄心、立大志、为国争光。这一席话像种子一样在杨老师心中深
埋下来，从那时起，他便确立了要填补中国革命法制史研究空白
的学术抱负。

自1979年学校复校起，杨老师正式调入我校任教直至2002年
退休，多年以来，他一直砥砺躬耕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
他和方克勤教授一道走访查阅了大量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的第一
手史料，在认真细致地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他们还跑遍了当时陕
甘宁边区的所有行政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健在的陕甘宁边区
司法干部，开展了有创建意义的口述史整理，充分保证了资料的真
实性。在上千万字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数十年皓首穷经般的埋头
研究，杨老师团队成功填补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空白。

杨老师曾参加“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国家
“七五”社科重点课题国家“八五”重点出版物“中国法律思想通
史”以及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
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
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

《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现代卷）、《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
一系列著作。其中：《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
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法
律思想通史》（现代卷）获得了“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获得了“陕西省第八
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除此之外，杨老师还发表论
文八十余篇，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阐述，并
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提炼与总结，为学界关于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
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老师的课堂生动有
趣，激情四射，学生们都非
常喜欢听他讲课。在日常
教学活动中，杨老师尤其
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
养，认为学好法律的关键
就要打好法学理论基础。
杨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给
学生讲授学习方法的重要
性，督促学生们认真努力
学习。对于有志于学习法
制史方向的学生，杨老师还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课，为他们考
研、考博联系相关院校导师，努力帮助和提携学生。杨老师还非
常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尤其重视对学术的传承，他不遗余力
地为青年教师们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帮助他们确定研究方向，
鼓励申报课题，解答疑难问题，为他们争取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机
会。经过杨老师等学科前辈的共同努力下，西北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科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硕士点之一。

作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拓荒者”，杨老师一直扎根
于西北地区，为西北地区高等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其一
生的心血。即使在老年时期，杨老师仍然不断看书学习，吸收知
识，查阅资料，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闲不住的话就继
续培养人才”，杨老师经常这样说。对于登门求教的年轻教师、
博士生和硕士生，他都不吝赐教，以其数十年的渊博知识和学术
素养对学生们阐发自己的见解，尽力去指导他们。“只有堂堂正
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求实、求是、求索，坚守治学信仰，虔心守
护学术殿堂这片净土，才能不断在学术钻研中推陈出新，为理论
创新添砖加瓦。”这是杨老师一生践行的致学之语，也是杨老师
学术生涯以及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2015 年，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杨老师和马成、韩伟两位年轻
学者一起以《陕甘宁边区民法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获批中
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2016年 11月，课题以优秀等级顺
利结项。在项目结项报告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系列
成果之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民法篇）》于2018年3月由
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杨老师构想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
究蓝图中，接下来还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刑法篇）》和《陕甘
宁边区法制通史》，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他可能不能再直接参与
研究，但他希望后辈学者能够帮助他继续完成这个学术心愿。

（刑事法学院 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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