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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王瀚，男，1962年出生，汉族，河
南长葛市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教育研究》主编，丝绸之
路区域合作与发展法律研究院院长，陕西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国际法学科带头人，陕西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政法大
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航空法治现代化协同
创新中心负责人、首席专家，陕西省三秦人才津
贴专家，陕西省国际法学科三秦学者特聘岗教
授。主持国家社科、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外交
部等多项课题，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或主编
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获陕西省社
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司法部三
等奖一项，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
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两项，西安市优秀社科成果
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获“陕西省师德先进
个人”“陕西省师德标兵”“陕西省劳动模范”“陕
西省高校优秀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十大
杰出法学博士后”等称号，中国法学会 “全国
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
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本科毕
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的王瀚老师，却与西
北政法大学结下了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正所
谓有些事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个中滋味；只有
战胜它，才能站到更高的高度。王瀚老师回忆
起大学时代的生活和师友，觉得那时生活虽艰
辛，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初入大学，王瀚老师就被全国赫赫有名的
法学大家吴文翰老师的风采所吸引。“虽说当时
所学内容与法学无关，但吴老师的法学概论课
着实让我着迷，他深厚的法学功底，旁引博证的
授课方式，让我感触颇深。”自此他便与法学结
缘。在浓厚兴趣和现实关怀的双重驱使下，他
用为数不多的助学金订阅法制周报，每期都用
钢笔批注。后来，他看到一则题为“中国对外开

放急需涉外法律人才，司法部首批国际私法讲
习班成功举办”的消息，便潜下心来，在图书馆
查阅有关书目，并亲自来到吴文翰老师家拜谒，
恰巧当时我国对外域法律缺乏研究，吴老师便
为他指明了研究国际法的道路。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要想
立足于国际舞台，首先必须要有很好的国际关
系、国际政治功底，外语也是第一通行证。王瀚
老师因此仔细研读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
相关书籍，为克服语言的障碍，他咬牙背完一本
词典。王瀚老师的求学之路充满曲折，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
北师范大学的回绝使他心灰意冷，但励志要考
国际私法研究生的目标却一直坚定于他的心
中。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西北政法大学的
招生简章，于是便试着给刘振江老师写信，一周
时间便有了回信。“老师的一席话对于当时正处
迷茫期的我来说，无疑像一盏指路明灯，更坚定
了我报考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的想法。”他讲
道。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瀚老师顺利考入
了西北政法大学，从此开始一段新的征程。

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
立。王瀚老师从未离开过法学研究这片热土，
他的弟子也已长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将现代国际法研究的纯正道统和独立品格薪火
相传。从“春华”到“秋实”，五十五岁的王瀚老
师已是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因为他的感召，很
多学生在读完博士后又回校任职，并在他的带
领下组建了航空法研究团队。国际法学院航空

法领域的研究也在全国处于一流水平。这样的
欣欣向荣局面，与他言传身教紧分不开。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青年时期的王
瀚老师曾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却因种种原因
与梦想失之交臂。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学术界
的重要的地位。在谈到赴法国巴黎第二大学从
事学术访问和讲学时，他指出法国的法学教育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案例教学占相当大的
比重，教学方法上特别重视实践性，教授在备课
时以案例讲解相关的法学理论，引人入胜，从判
例中挖掘法治思想。“即便是法理学，他们在讲
述一个法学原理时往往都要有很多权威经典判
例作为支撑，这成为法国法学教育的传统。”反
观我国的法学教育，他指出其中不足之处。我
国实践性很强的部门法学，很多法学院校未核
定案例分析的课程，没有规范的指引，使得法学
的实践性教育不足。同时他还强调我国法学教
育目前有两个大弱点，一个是案例教学，没有占
据法律教学的相当比例，无法彰显法律教学魅
力，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应对司
法统一考试竞争能力不强，缺乏法科学生应有
的素质和技能；二是规则教学欠缺，法律条文与
法理知识没有相互结合，使得法科学生偏离了
法律最核心的问题。针对一系列问题，王翰教
授认为我们要对比国外的法律教学，反观我国
的法律教学问题，加以改进。

没有平庸的时代，只有平庸的人。王瀚老
师在采访中讲道，“学好法律首先要有系统的法
学理论训练，必须处理好法学核心类课程，不能
有所偏好。”他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司法考试，这
是衡量法科学生大学四年的专业知识水平的通
行证。同时指出，法学教育应与国家司法考试
相对接，课堂教育应贴近司法考试的相关内容，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考试，成为国家需
要的法治人才。现阶段，法学已成为一个综合
学科，新法律的不断出台，立法与实践的创新交
织在一起，使法治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因此当
代的法学生还应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系统的
训练，以满足今后复杂的法律工作需要。为此
他主张破解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限，提出
涉外法律人才单独举行全国性考试，打破现在
法学教育的制度困境，重视国际法律人才培养。

儒者虽然己经博学，但仍然学习不止；虽然
操行淳厚，但仍然力行不怠。既然要远行，就一
路风雨兼程。儒者风范，名士精神。王瀚老师，
他以自己的言行，教诲莘莘学子在四年大学生
活中，勤于思考，勤于观察，勤于实践，在读书中
发现自己，成长自己，完善自己，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才。 （学生通讯社 胡芷若）

个人简介：钱锦宇，教授，
法学博士，我校人权研究院副
院长，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
主任，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权研究会
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陕西省侨联青年委员，特聘长
安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
宪法学和人权理论。出版学术
专著 1 部、译著 1 部，主编全国
规划精品教材2部，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和省级项目2项，在权威
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
余篇，其中部分被《新华文摘》

《法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报》
和《人大复印资料》辑览、摘录
或全文转载。

钟情于史
魂牵梦萦长安古都

对钱锦宇老师而言走上法
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所谓
偶然，是因为高考填报志愿时，
他一心想报考考古专业，却在
机缘巧合下选择了法律专业。
所谓必然，不仅是因为在他接
触法学后，即被其中的精深理
论和学术魅力所折服，更是因
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
作为大国的崛起呈现出必然之
势。怀着一种中国文人传统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他
便坚定了坚守法学这一强国之
学的信念。

在导师段秋关先生的推荐
下，钱锦宇老师硕士毕业后奔
赴齐鲁，师从我校校友、著名法
理学家谢晖教授和陈金钊教
授，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后辗转
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
学。2008 年博士毕业后，钱锦
宇老师选择回到西安。对他而

言，西安不仅是诸多尊师挚友
汇聚的第二故乡，更是曾经践
行并成就先秦法家思想、积淀
且彰显秦汉历史气息的故土。
站在这里，醉心于先秦法家思
想的他，总能产生令其欢喜的
学术灵感。而任教于中国法学
教育研究的重镇——西北政法
大学，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求学过程中，令钱锦宇
老师最难忘的，莫过于考研“二
战”。本科阶段的学术熏陶使
他沉醉，即使在考研第一次失
利后，他仍选择继续坚守。于
是在不足8平米的斗室内，他度

过了 300 多个日夜。艰苦的环
境让他苦不堪言，却丝毫没有
影响他的读书热情，他始终在
研读经典名著中找寻着自己的
人生之路和思考着中国的发展
之路。

提升格局
潜心培育天下英才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
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
政。如果说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那么宪
法则是重器中的重器，前提中
的前提。”作为宪法学和人权理
论的资深学者，钱锦宇老师用
这句话概括了自己对宪法行政
法专业的理解。他指出，宪法
是国家根本大法，权力只有在
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才
能实现对权利和尊严的保护，
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谓的

“人的全面发展”。从事多年法
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他，对学术
研究有着自己的见解，一是要
知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二是要塑造一种时代使命
感和历史责任意识，在学术过
程中不断检省自己的中国问题
意识的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
建构以及反思批判精神的塑
造；三是要解放思想，提升格
局，拓展学术想象力和好奇心。

钱锦宇老师认为，通过法
学教育能够实现学术观点的创
新、学生弟子的培养、人生格局
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这

是他最为看重的东西。他还专
门援引《孟子》来表达收获和

“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
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
故，一乐也。仰不愧於天，俯不
怍於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三乐也。”

砥砺前行
岁月不改师者仁心

钱锦宇老师强调，中国法
学教育必须树立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的意识。在全球政治
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和重塑的大
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全
球影响力正稳步提升，客观上
需要我们加大力度为国家培养
出大量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法
律人才，向联合国、国际刑事法
院、国际仲裁机构等国际机构
不断输送源自于中国的人才资
源，争夺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
国家的软实力。今年9月受邀
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发言
和辩论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
的这种观念和意识。为此，他
强调应当继续推进高等法学教
育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就是着眼于国际化复合型法律
人才的培养，并将此打造成西
北政法大学的品牌。

钱锦宇老师始终提倡师生
之间秉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的信念。而教师应在传道授业
解惑的同时，引导学生完善人
格，追求“诚、新、上”的新境界。

课余时间，钱锦宇老师也
有自己兴趣爱好。他时常去旧
货市场淘旧书，如若发现具有
独特理论价值的罕见刊本，便
会“欣欣然乐而忘天下”；此外
钱老师也对喝茶情有独钟，他
认为中国的茶文化和瓷文化博
大精深，而喝茶恰恰能把这两种
文化兼具起来。对他而言，喝茶
本身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途径，
于气定神闲中品味学术至理，于
一啄一饮间感悟人生百态。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德隆望尊，师者仁心，心系法
理，潜心研学，这就是名师吧！

（学生通讯社 马世峰）

个人简介：丁韶彬，男，1969年
生。安徽定远人，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政治专业毕业，法学博士。现为
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
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导师。长期
专注于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研究，
在此领域取得的成果包括：出版专
著一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
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等专业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主持并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各一项，获省厅级科研
奖励各一项，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
色和专业优势。

初访丁韶彬老师，原以为是一
位高不可攀的前辈，一路暗自忐
忑，却未预料到丁韶彬老师早早便
于办公室等候，一派文人特有的冲
淡清和，几番寒暄后，丁韶彬老师
谈性渐浓。年轻求学时，丁韶彬老
师所学并非法学，与之结缘则因兴
趣所致。他欣赏也享受与良师益
友相聚一处逸兴遄飞、思想交锋的
激荡，法学特有的思辨性与探讨性
给了他另一种致学的激情。在他
看来，学术研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
思想与思想的交锋碰撞，对问题的
批驳、争论给予学术研究以生机。
回忆年轻时的求学经历，丁韶彬老
师感慨万分，少年时期对于法学知
识的追逐和热忱让他得以在人生的
黄金岁月里沉淀自我，静修于学。

对丁韶彬老师来说于记忆长
河里最难磨灭的时光便是少年求
学的点滴，致学之路必是不易，援
疑质理，遍览群书皆是躬亲实践于
学海，一步一步叩问笃行而来，“那
时也遇到不少困难，少年的困惑常
常是迫切期待着解答，若一日思考

不得解，我便去请教导师。”回忆那
时求学遇到的瓶颈，丁老师深感其
幸导师与朋友们帮助给予他的不
仅仅是学术之成就，更有心里时时
感怀的融融暖意。

学道客，修养莫迟迟，光景斯
须如梦里。丁韶彬老师勉励我们
珍惜时光，于最好的年华浸淫学
海，乃人生一大幸事。“然而，你们
也不应一味守在书桌前两耳不闻
世间事，大学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给
了你们亲自实践的机会。”他格外
实看重课后实践的重要性，而初入
大学的新生学子更应该心存这样
的认知，课堂学业与课后实践同样
重要。

谈起对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
养，丁韶彬老师认为当在完成好课
堂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进行课
外实践活动，积极参与校园活动，
锻炼个人实践应用能力。他认为
大学生若要规划好四年学习生涯，
必须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要多在

课堂实践方面下功夫。二是须知
兴趣与毅力是促进自我完善的最
好佳径，在求知探索的道路中时刻
保持一份“好奇心”的活力。三是
利用好社会力量，在当前社会营造
的积极而充满求知欲的理念氛围
中不断前行。

长期专注于对外援助和国际
发展研究，丁韶彬老师的身上也具
备着开阔敏锐的远见卓识，他希望
年轻人不应拘泥于生活一瞬与眼
前琐事，要多将目光放诸四海天
下。同时，人文素养与专业情怀的
培养同为重要，在他看来，人才素
养的培养是一个更为专业的指导
体系，开阔的视野有利于使学术道
路更宽广更坦荡，“用我的学术研
究举例，在国际对外援助方面，不
仅我国参与了对非洲部分国家的
援助，西方国家也参与其中，但我
国与别国在援助途径与策略上其
必有不同，领略各国的差异性并对
此分析研究是很有趣的，你会发现
世界是缤纷而不同的。因而也会
逐渐开阔你的视野，壮大你的人文
格局。”治学不拘束于一方书桌磨
砚极为难得，而丁韶彬老师显然于
面前白墙木桌前自有一方广阔天
地，这也是引人深思的一点，修学者
一定要观时事，洞百态，培养自己开
阔的眼界，不受时间、空间所限。

潜心钻研学术之余，丁韶彬老
师的生活恰似《小窗幽记》所谈，

“纸帐梅花，休惊他三春清梦，笔床
茶灶，可了我半日浮生。”文人不汲
汲求取于外物的清和离淡，于他可
见一斑。他形容自己除了三点一
线的生活便无所求，家庭与致学是
他生活的航向之灯，家舍里的灼灼
灯火与书桌前伏案一侧的书灯摇

曳构成了他的生活，居于红尘杂
世，却高视物外；在淋漓世风中，是
哲人一般的冷隽专注。花繁柳密
处，拨开一片属于自我的月明风
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文人风骨
由此而是吧。

（学生通讯社 雷坤）

人物简介：张光，1975 年
生，男，陕西礼泉人。2004年于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
毕业后留校任教，2011 年在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国际法学
博士学位，现为我校国际法学院
副教授、国际贸易与投资法研究
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
公法基本理论和国际投资法
学。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

《法律科学》《中国国际法年刊》
《当代法学》《法学论坛》《国际经
济法学刊》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 10 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陕
西省教育厅项目各一项，获陕西
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
项。2016 年被评为我校首届

“优秀本科生导师”。

陶行知先生曾说：“学高为
师，德高为范。要使人求真，首
先要教己求真，求真的知识，真
的本领，真的道德。”十几年来，
张光老师一路践行，将这句话写
进自己的教学生涯中。

执一份学高为师的信念。
张光老师严于律己，不断拓宽自
己的学识和视野。随着中国参
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入，国内
国际法学研究取得发展，而张光
老师也为此做出了贡献。2009
年，尚在博士生阶段的他有感于
现行国际投资法制对公共利益
的挑战日益严峻，遂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在国内提出了“国际投
资法制中应平衡投资者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观点，并引起国际
法学界共鸣。为满足“一带一
路”倡议下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
国际经贸合作的国际法需求，张
光老师在研读相关资料之后，又
开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国际投
资法制问题的研究。

谈起为什么成为一名老师，
张老师笑着回答说是阴差阳错。
大学本科毕业后，按当时的国家政
策，他被分配回家乡的司法行政部
门工作，不满足于常年清闲、单调
的办公室工作，他决定重返校园
深造。硕士毕业后，一心想进法
院工作的他，却在导师的影响下

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大学教
师。若是阴差阳错，便要感谢阴
差阳错间改写的人生轨迹，成就
了张老师的另一个远方。

许一份德高为范的坚守。
张光老师为人随和，言行中透露
着亦师亦友的平民情怀。在他
看来，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名优
秀的教师不仅需要过硬的学术
素质，还需有以身作则的道德修
养。每学期伊始，他都与所任课
班级的学生们约法三章：不缺一
节课、提前到教室、上课关手机，
同时和同学们互相监督，到期末
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走出教室，他和学生们平等
相处。他对同学们一视同仁，经
常和大家一起话家常。他性格
平和，学生也乐意和他相处，吐
露心声。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他
总会毫不犹豫的为学生出谋划
策。有次自己的学生遭遇不良
商家强制消费，张老师在耐心安
抚的同时，帮助学生用法律手段
维护权益，挽回了部分损失。

“大学四年是人一生中最美
好的四年，切莫辜负。”张光老师
认为，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而
要体现出精英所在，首先要学会
自律自强。在大学期间，同学们
要明确目标，早做规划，严格要
求自己，才能为未来打下坚实基
础。“法学的学习是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打好了
基础，自然就会慢慢融会贯通。”
法学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权威，
他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
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让
学生用严谨、简洁的语言陈述事
实、明理析法。课堂之外，他建
议学生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从

中汲取养分、形成高尚的价值理
念。对于本科生们普遍感到棘
手的学术论文写作问题，张老师
笑道，学术论文的撰写不会有

“李白斗酒诗百篇”般的灵感，只
有通过平时一点一滴的阅读和
写作积累，才能写出有思想，有
洞见的论文。

回首自己大学生涯里那些
在泥土场地上踢球、在煤渣跑道
上跑步以及与舍友闲话家常、探
讨学术的美好时光，张老师充满
感慨。尽管现在工作繁忙，但闲
暇之余，张老师总会打羽毛球锻
炼身体，在他看来，锻炼身体是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朋友的交
流和联系。

果种花，花结果，该如何分
辨桃李的因果呢？接纳天边的
种子，用热血清心浇灌，用厚德
沃土培养，想必也不会计较是种
瓜得瓜还是种瓜得豆了吧，张老
师便是如此。

（学生通讯社 田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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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彻骨寒 怎得梅花香
——访国际法学院王瀚教授

岁月不改 师者仁心
——访行政法学院钱锦宇教授

执一份学高为师的信念 许一份德高为范的坚守
——访国际法学院张光副教授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访政治与管理学院丁韶彬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