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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人姚勉有一首诗中写道：“天巧都存篆刻中，得君刀笔即荣通。”小
小的石料，经过工匠的妙手雕琢，摇身一变成了一方方印章，象征着权力与身
份。方寸间的一笔一划，雕刻的不仅是毛料，还有人心，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
心也是如此，去除了那些躁动与浮华，剩下的才是单纯与本真。

西北政法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沃土，许多同学利用课
余时间学习各种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年纪轻轻就写得一手好字或画得一手好
画的同学我们已屡见不鲜，而近年来，篆刻继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之后走红
校园，逐渐受到同学们的追捧。为了探寻西法大里的篆刻文化，我们找到了正
在学习篆刻的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崔思敏同学，并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崔思敏表示她也是受到了周围同学的影响才接触篆刻的，一开始抱着玩
一玩的态度自己学，后来真正刻出章子后就开始喜欢它。篆刻是一个能让人
安静下来的艺术，用你手上的笔刀勾勒你所要表现的人物，每一个弧度都是需
要细细掌握的，等到你完成的时候，把图案拓在纸上的时候是非常有成就感
的，大概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吧。

在采访结束后，崔思敏同学还像记者展示了几枚自己的作品，让记者更深
入的感受到了篆刻艺术的魅力。尽管采访已经过去了很久，崔同学的话还一
直萦绕在记者的耳边，很多东西我们因为从众心理去接触，却因此误打误撞找
到了自己生命里的桃花源……。 （学通社 石乃璞）

潘振川 3岁起自学绘画，曾获全国
青少年书画大赛一等奖。

潘振川是校广播站的美术编辑，同

时也是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生会宣传部的一员。
他的作品，总是被奇思
妙想包围，敢想、敢画，
也是潘振川在创作时的
一大特点。

幼时看动画片，潘
振川被其中的灵动线条
和缤纷色彩所吸引，从
那时起，他就萌生出了
学习绘画的念头。临摹
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潘
振川的绘画之路就是从
临摹开始的。在平时的

生活中，他如果看到喜欢的图画，就会
想办法把它临摹下来，长此以往，便积
累了不少绘画经验。

潘振川善于将身边的美好事物用
画笔记录下来，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
于生活。进入高中以后，潘振川迷上了
手绘，“手绘艺术就取材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这种绘画方式更利于为大众所接
收和喜爱。”他说道。

以丹青愉情，以笔墨结友，绘画不
仅为潘振川的生活描绘出斑斓的颜色，
他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同道中人，他们在
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共同进步。

“对于我校的校园文化活动，我个
人认为同学们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
在他看来，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有利于
培养同学们的兴趣，开阔视野，尤其是
在政法类院校，更应该多开展艺术类活
动以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学通社 尚瑜玮 刘思宇）

李剑靖远的书法作品舒展自然，隽秀
潇洒，有一种高山流水、清泉洗心的美态。

出生于巴蜀小镇的李剑靖远，五岁开
始学习书法，十四个春秋，未曾间断。他每
天都要花费5、6个小时来练习书法，从最开
始的临摹笔画，再到后来的笔走游龙，他像
一块浊石，在勤奋与坚持的切磋琢磨中变

成美玉。
古人云：书者，抒也，心之迹也。

在李剑靖远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书法
老师对他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我的书
法老师总喜欢对我说‘写字如做人’，
书法，可以体现一个人的风骨。”李剑
靖远最喜欢的书画家是唐代的颜真
卿，他对颜体也情有独钟。颜体形顾
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
古人，而颜真卿的楷书以篆籀之笔，结
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
凛然，这样的风格也与其高尚人格契
合。

西安本是文化古都，在历史文化
熏陶下的西北政法大学也沾染弥漫着
书香墨迹。“我们校园里有很多石碑，

碑上的字也堪称书法精品。”作为书法爱好
者，李剑靖远对我校的书画文化的发展也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我们学校，爱书法、
懂的书法的人不在少数，学校可以多举办
一些类似于书画展的活动，为书法爱好者
提供更多展示的平台和交流的机会。”

（学通社 尚瑜玮 刘思宇）

江倩，我校大学生艺术团歌手部成员，2013年政法好声
音校园歌手大赛季军获得者。她以独特动听的嗓音、张力十
足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政法学子，积极活跃于校园里的各
大艺术活动中。

江倩对音乐的喜爱源
于小时候对音乐具有敏锐
触觉，她将最初喜爱的原因
归结为一种感觉。

虽然只学习了一年声乐，但江倩与音乐的结缘颇
深。她从三岁起开始学习钢琴，同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
接触吉他、葫芦丝等乐器。

在唱歌时，江倩会把想要表达的思想，诉说的感情融
入音乐当中，传递给大家，不经意间将声音转化为力量。

作为率直大方的北方女孩，她喜欢摇滚音乐所传达
的真实、坦诚的态度和精神。她认为，一首歌好听与否并
不重要，思想才是音乐的灵魂。

除了演唱别人的歌曲以外，江倩自己创作过很多歌
曲。她喜欢创作的过程，因为这可以使她在歌曲里融入
自己的经历和感情。

大学中思想自由的氛围，让江倩在歌唱中有了更
丰富深刻的体会。摇滚、乐队、自由，是她大学生活的关
键词。
她特别感谢那些虽然可能不认识，但一直支持她、鼓励

她的同学们。她希望最终能够在舞台上演唱自己所热爱的
摇滚音乐，将最热烈、最真实的表达呈现给大家。 （学通社）

那群充满朝气的少年，那些不愿放弃梦
想的孩子，大艺团的成员正用最青春的姿态
诠释青春。“一直陪着我们的，是那个了不起
的自己。”大艺团舞蹈部部长黄锐如是说。

黄锐从小学开始学习拉丁舞，从起初被妈妈逼着学
舞蹈，到之后逃课去跳舞，黄锐渐渐爱上了舞蹈，爱上了
舞台。因为学习，她在高中三年里放下了舞蹈，直到到
了大学，她如愿进入大艺团舞蹈部，她说，这是她做的最
不后悔的一件事。

进入大艺团后，为了适应学校需要，她开始学习爵
士舞。大艺团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进行训练，他们不断
地编舞排舞表演。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年终晚会上，
她 带 领 着 舞 蹈 部 出 色 表 演 了 爵 士 大 舞《Who you
are》，这是一说起来就让她很骄傲、很感动的事情。在一
个多月的排练中，他们一起累，一起脏，一起跳舞，一起
笑，留下再多的汗水也甘之如饴。因为他们爱跳舞。

黄锐很钦佩原舞蹈部部长、现大艺团团长白帆妤，
她一心要领导好舞蹈部的信念也源于白帆妤的关心与
信任。“大一进入大艺团是因为喜爱，大二留在大艺团是
因为责任”。爱也好，责任也好，这群爱跳舞的孩子在青
春的舞台已是最棒的舞者。 （学通社 杨沛馨）

与街舞的结缘是在上高一的时候。虽然练舞时间
已有五年，但刘晨依旧将自己视为一名初学者，还需不
断努力，才能向专业水平看齐。

刘晨主攻的舞种是 breaking，这是一种以力量和爆
发力为要素，难度较大的街舞类型。初学时打基本功
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每练好一个动作，刘晨都会感到
特别开心。点滴成就感的积累是支撑他一直练习下去
的动力。

在大一进校时加入了校TNP街舞社，主要跟随社
团参加各类比赛活动。

在大二时，他担任TNP街舞社社长。这一时期主
要负责带领整个社团发展，包括日复一日地组织成员们
练习，在学校举办各种街舞方面的活动，同时让他的团
队走出政法校门，与外校的街舞组织进行比赛、交流。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广学校的嘻哈文
化，为街舞爱好者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

（学通社 冯锦涵）

一辆自行车，一个背包，一身骑行服，戴上骑行头盔、眼
镜和手套，简单的装备就可以踏上去远方的路途，这是现在
流行的旅行方式——骑行。

我校公安学院 2013级王志猛同学就是骑行的坚定爱好
者，正如他说的那样，“在路上”这三个字就是他最初的梦想，对

自由的向往，对出发的渴望，在旅途中感受生命，得到启示。
大一的寒假，他进行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骑行，从西安出

发，途径宝鸡、天水、定西，最终到达了目的地兰州。路途的
艰辛让他更加坚强，更加热爱骑行这种旅行方式。在遥远的
他乡体验不一样的风情，在终点体验成功的喜悦。他说在旅
途中伴随自己的是放弃和坚持，是孤独和快乐，他享受所有
的一切，并把那当做是值得珍藏的回忆。

王志猛的20岁生日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从西安出发，穿
过鄂尔多斯和杭锦旗，到库布齐沙漠，穿越壮美辽阔的沙漠，
就是他送给自己最特殊的礼物。在路上，他遇到了两位大哥
和一位姐姐，他们一起给他过了最难忘的20岁生日，

有些花开在不毛之地，有些美是震撼人心的，但这些风
景都要翻山越岭去寻找。王志猛说他一路跋涉，看过了许多
的风景，遇到了很多特别的人，他学会了不羡慕不嫉妒，因为
他的心是有阳光的，他也学会了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他怀念
热情好客的蒙古大叔，想念给他过生日的大哥大姐，感激一
路上帮助过他的人。 （学通社 樊涛涛）

我校轮滑社成立于2006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学校天
平楼前进行训练，在夜色中穿梭旋转，为学会一个新的动作
反复练习。

轮滑社团支书杜杨同学从大一加入轮滑社至今，从最初
的技术青涩到如今的驾轻就熟，离不开他坚持不懈的练习，
虽然磕磕碰碰难以避免，但是因为对轮滑的热爱，困难都被
他一一克服了。杜杨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轮滑时自由穿梭的
感觉，但是因为学习紧张，没有时间练习，上大学能加入轮滑
社他觉得特别开心。提起大一时初入轮滑社的时光，杜杨说
道第一次和伙伴们刷街时的场景，大家拉成一排，在学长们
的保护下，在街上尽情地飞奔，场面非常壮观。那一次刷街
他们去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西电的轮滑社进行了交
流，是一次令他非常难忘的经历。

轮滑社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不断发展壮大，因为其特有的
魅力不断吸引着像杜杨的一样的人。杜杨同学说道，加入轮
滑社收获了很多，不只是轮滑技术，更多的是朋友间的情谊，
也更加懂得团队合作与配合。 （学通社 王清）

收藏是一种对于物品的搜集、储存、分类与维护的癖好。称之为癖好，是由于收
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藏者的个人兴趣。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收藏是一种行为，不
如说它是一种心理，体现了人们对自我喜好的不断满足。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
藏，”恰逢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时代，人们有能力将这一心理付诸
实践，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收藏领域。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古董名器的狂热者，但
更多人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而着力于小物件的收集，这也就是火柴盒、贴画与明信
片等，在近年来成为收藏主流项目的原因之一。

收藏玩具也算小物件收集的一种，它虽没有火柴邮票那般庞大的受众范围，但却
在收藏界独树一帜，这离不开一群热爱玩具、心似赤子的人们，而我校行政法学院
2012级王少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记者有幸见识到王少杰的藏品照片，其种类谈不上繁多，却个个精致异常。据王
少杰所说，自己从儿时起就对玩具怀有特殊的情感。在他藏品中，以乐高积木与战棋
模型为主要收藏对象。其中乐高积木拥有八十年的发展历史，被称为“魔术塑料积
木”，而战棋模型则源于英国，考验玩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当听闻王少杰的梦想是拥有一屋子玩具时，记者不禁联想到《小团圆》中“嫁给耶
稣”的修女形象，可又不尽相同，因为王少杰告诉记者，他们所喜爱的早已超越玩具本
身，那些由玩具带来的朋友、见闻与生活中的道理，才是他们收藏路上真正的财富，也
是他们收藏的不竭动力。 （学通社 李纯博）

众所周知，精神世界是人类群体发展与创新
的根基，而文化，则是精神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文化可以强国、可以成为一种产业的今天，一个
国家的精神软实力成为了衡量国家力量的重要标
准。反观之，作为一个国家智慧与精神财富培养
的重要来源，大学的文化更是一所大学综合实力
的有力反映。

培养一个贵族的气质需要至少三代时间，而
积淀一所大学的文化则需要百年。一所优秀的大
学，所拥有的不应只是基础完备的硬件保障与事
无巨细的体制保障，缺乏了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
与影响，大学难达大学，教育无从谈起，便只肖是
一个严明有序的工厂罢了。

但不能否认的是，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在内的
众多高校，积极主动地抓住了大学发展的核心问
题，长久在大学内推行独具一格的高校文化，深刻
影响着每一所在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成为了学校强大的凝聚力与竞争力，并以大学校园
为中心，逐步而快速的扩散出去。西法大独特的校
园文化气息如同清晨草坪升起的薄雾，正浸润着每
一位西法大人。“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
苦奋斗”的老延大精神是老一辈的精神财富；“严

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又是如今我们校园文化
的标杆；“天平楼”象征法律巍峨公正，张汤墓告诫学子
刚正不阿。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建设令我们感受到了
学校的光荣历史，也丰富了校园的文化内涵。

在另一方面，文化在大学的外化除了物质建
设层面，更多则是植根于每一位师生之间的内心
追求。校园的文化，并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也并
不是某一时期突发奇想的，它代表着一所校园的
一种精神向往，更是一所大学发展向前的源头活
水。没有校园文化，校园便无法获得持久的前进
动力和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没有校园文化，大学始
终是禁锢在象牙高塔上的精神枷锁。而在这其
中，个体亦或是一个小群体，依旧能够爆发出惊人
的文化力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自娱自乐的文化
精神在无意间最终拧成了一股绳，以最自信的一
面依旧述说着西北政法大学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与
高洁的精神素养。

漫步于西北政法大学校园中，校园文化呈现
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只要愿意，每一
位师生都可以是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每位师生
都可以代表西法大，述说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文
化轶事，这是对精神涵养的一种肯定，也是学校发

展的点点希望。你会从镜头与光圈中收获别样的
风景，这是一种文化；你会从墨彩渲染间沉淀心灵
的宁静，这是一种文化；棋桌上凝神静气，书稿间
笔端行云，这同样是一种文化；放歌舞台，充满青
春柔美；挥汗赛场，尽展阳刚之力。每一位西法大
人将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渴求与喜爱带入了这个校
园，使得这个以法律见长的大学丝毫没有因严谨
的学术条理而走向刻板，这就是文化的作用，这便
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如今，西法大的校园文化在逐渐变得包容、开
放而具有时代特色，这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如何在新时期一边弘扬主流思想一边建设个性文
化，这是每一位师生都需要细细品味与思考的问
题。学校的进步发展无法脱离文化，在西法大成
长的每一个人一样不能离开文化，大学之大，除了
严谨的学术作风外，更可以从弥漫在校园间的多
彩的课下文化活动一窥究竟，这是一种精神的力
量，在不断推进西法大扬帆向前。

如何让一个国家变得脆弱，那就是侵蚀她的
思想。现如今，我们学习到了如何保证学术思想
不受侵犯，却不能忽视了大众文化的保护。国家
需要精神凝聚力，一所大学更需要持久保持自身
的校园文化特色，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延续校园精神与校园文化，这不只是我的责任，也
不是你的担负，而是你我共同努力的目标，这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吾辈将上下而求索，使西法大的校
园文化更加精彩夺目。 （学通社 崔思远）

文化来自于追求 书法爱好者李剑靖远：书写心的迹化

篆刻爱好者崔思敏：琢玉成器 绘画爱好者潘振川：灵感，来源于生活

音乐爱好者江倩：音乐陪伴的幸福 舞蹈爱好者黄锐：为爱舞动青春

街舞爱好者刘晨街舞爱好者刘晨：：领舞嘻哈文化领舞嘻哈文化 骑行爱好者王志猛：辽阔壮美都在路上

轮滑爱好者杜杨：足尖上的自由 玩具收藏者王少杰：成长中童心不泯

兴趣爱好者们在这里集结兴趣爱好者们在这里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