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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专访

编者按：他，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毅然
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寻找救国
之路；他，在民族最黑暗的时刻，义愤填膺，
振臂高呼，号召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他，
在民族存亡之际，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路
线，为革命指明了方向，为民族带来了希望
……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
能和伟大的民族使命感，领导中华人民取得
了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他
倾其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历史功绩将永垂不朽，他的光辉将照耀
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毛泽东，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是深受人
民热爱，朋友尊敬，令敌人仇恨、胆寒而又
无奈的人。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建了中
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创建了中国人民自
己的军队，并领导和指挥军队，推翻了三
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思想家、政
治家。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从此领导中国人民从挫折、失败中战胜
艰难险阻，走向最终胜利。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统
帅。是他领导红军走出困境，走向胜利；是
他在延安窑洞里写出了伟大的著作，领导八年艰难抗战；是他在西柏坡
山村平房里，指挥了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从此，才有
了以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之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壮举。

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值国家
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打着联合
国的旗号纠集17个国家，发动了侵朝战争，逼近鸭绿江，同时派第七舰
队侵占台湾海峡，妄图扼杀我新生政权于摇篮之中。在此共和国危难
之时，是毛泽东以超人的胆略做出伟大决策，毅然派出并指挥中国人民
志愿军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三年英勇奋战，终于将侵略
者赶回到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但也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极大地打出了国
威，打出了军威。这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受尽列强侵略、屈辱的
中国人民最扬眉吐气的伟大胜利。从此，再没有谁敢轻易轻视站起来
的中国人民。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创造了较长时间的相
对平稳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发展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基本体系和基础。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均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探索。他的几位至亲，包括他亲爱的妻子杨
开慧和长子毛岸英均成为革命烈士，真可谓满门忠烈，丹心可鉴。他一
生俭朴，日夜操劳，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他晚年虽
犯有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瑕不掩瑜，太阳的黑斑终遮挡不住
其万丈光芒恒远照耀太空。

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书法家。其诗词气势磅礴，兼具豪迈与浪漫
的情怀，多少千古绝唱，令人回味无穷；毛泽东的书法行云流水，且与诗
意极为融洽，将豪迈、苍凉、委婉、激越在尺幅间尽情挥洒，浑然一体，宛
若天成。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怎么评价都不为高。国内外所谓的“非毛化”，
对他的恶毒攻击、污蔑或丑化，都无损于他的伟大和崇高。正如几只碰
壁苍蝇嗡嗡叫而已。更何况对于善于总结、吸取经验的我党来说，在某
种意义上早已成为英明、伟大的邓小平及其之后的杰出的继任者们，探
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种宝贵财富。

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中华民族的浩瀚
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的
骄傲，是凝聚、推动中国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

本报讯 我校 2013年教职工篮
球赛于11月1日在长安校区体育馆
圆满结束。本次比赛，由机关一分
会、民商法学院分会等12个基层分
会组成 12支男子代表队，和 8支女
子代表队共200多名运动员参加。

教职工篮球赛作为学校一项重
要的文化体育活动，各参赛分会积
极动员组织，克服苦难，刻苦训练，
亦有不少部门党政领导和分会主席
亲自上场参赛，不时博得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虽然是业余篮球运动
员，但他们在比赛中断球、传球、上
篮、定投等动作娴熟、处置果断、投
篮准确，为大家展现了篮球运动的
魅力。

经过循环赛和淘汰赛两轮激烈
的角逐，男子代表队冠、亚和季军分
别由机关一分会、民商法学院分会
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分会获得；
女子代表队冠、亚和季军分别由民
商法学院分会、机关二分会及外国
语学院、机关三分会获得。

本次比赛由校工会主办，在校
内各分会、体育部、门诊部的大力支
持下，比赛热烈、俭朴、圆满、成功，
达到了展现风采、凝聚人心、鼓舞士

气、陶冶情操、锻炼身体的目的，为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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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学求实不偏不倚 文以载道法学大家
——访我校老教授裴苍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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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引领风尚 政法精神彰显力量

裴苍龄，男，1935年12月生，甘肃省民
勤县人，刑事诉讼法学教授。1956年考入
西北大学法律系，1960年转由西安政法学
院毕业。1981年调入我校任教，历任诉讼
法教研室主任、刑诉法硕士生指导小组负
责人等职。著有《证据法学新论》、《刑事诉
讼法学概论》、《新证据学论纲》、《裴苍龄文
集》等专著，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
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多项成
果获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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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课外活动向来很丰富，这些缤纷多彩的活动不
仅开拓了大学生的视野，也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近几年来，我校通过主题策划，精心编排，不断创
新，发掘出了不少专题系列活动，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
校园文化节日。这些文化节的出现使得我校的校园文化逐
渐向着多元化，立体化，梯度式的方向发展起来。

第八届社团精品文化节

学生社团是最能体现大学生文化生活的平台，五十余个
学生社团从无数小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政法园中学生生活的
大舞台。而一年一度的社团精品文化活动更是集中彰显社
团自身文化魅力的时刻，这些别具一格、颇具特色的社团活
动不仅是社团文化节的精髓与支撑，更是我校学生社团风采
的集中体现。

第八届社团文化节历时近两个月，分为社团精品文化活
动和第十五届“社团杯”辩论赛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
间内，学生将以社团为基本单位，积极参与到文化节的活动
中去，切身体会校园社团文化的独特精神。这其中最夺人眼
球的无疑是“社团杯”辩论赛，一月的时间内，我校二十余个
社团通过智慧与思想的交锋碰撞尽显辩论之风，经过层层选
拔考验，同学们在其中既锤炼了思考能力也加深了社团的凝
聚力。最终，学生通讯社夺得了本届“社团杯”辩论赛冠军。

第四届影视文化节

美丽的校园需要你的镜头视角来见证，深刻的思想通过
你的笔触构思来表达。10月21日启动的第四届影视文化节
由教务处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本届影视文化节以“筑
梦中国，青春视界”为主题，旨在通过“影视作品创作竞赛”、

“小剧本创作竞赛”、“影评写作竞赛”、“经典优秀影视作品展
映”、“影视人进校园系列讲座”等各项活动的纷繁呈现，在为
期一个月的时间内为在校大学生搭建起追逐青春梦想的舞
台。以期在拓展大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大学生对当代影视文
化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的同时，贯通理论学习与实践创新能
力的培养，在参与影视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尽展青春风貌，用
大学生独特的视角去体悟自然、触摸社会。

以镜头记录生活，用影像展现时代。本次活动的竞赛单
元是全校师生讨论最热点的话题，通过在全校征集摄影、剧
本、影评等作品，将进一步提高我校学生对于影视文化的热
爱与激情，更能推动我校影视文化的整体实力与水平，使得
其不再仅仅停留于专业学生的课堂中，而是顺应时代向更广
大的影视爱好者群体中推进。

第二届大学生读书节

阅读明智求真理，儒师侃侃论文明。11月 8日，我校第
二届大学生读书节暨首场报告
会于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一层
报告厅如期举行，校长贾宇，纪
委书记李邦邦，校团委书记宋白，
校党委学工部部长张军政，校团
委宣传部部长何玉军以及各学
院学生代表共同参加了此次活
动。全国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先生也应邀参加了本次开幕式，
并为我校师生讲授了一场题为

《中国绿色古典文明》的讲座。
读书节的盛大起航，积极

引导我校大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本次

活动以“书香相伴，梦想同行”为主题，以学校、学院、社团三
个不同层面为单位积极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读书活动。

第二届外语文化节

外语在当今社会体现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一门
语言却不只是枯燥的语法与词组，要了解一门语言就必须深
入这门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这样才能深刻了解到语言
所散发的魅力与精髓。而我校外语文化节的开展便是为了
补正学生们对于外语的误读，希望在丰富校园外语文化氛围
中，为广大青年学子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同时激发出青
年学子对校园文艺活动的热爱以及对英语的热情，增强英语
教学实践的活力。

第二届外语文化节由我校外国语学院主办，文化节中所
举办的活动丰富多彩，包括外研社杯第十三届英语演讲大
赛，外研社杯英语写作大赛，第二届外文歌曲大赛，第二届英
语配音大赛，英语角九周年特别活动等。

本届文化节将在 12月 22日的圣诞双语晚会中落下帷
幕。各类文化节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节日活动，其
所突显的校园文化精神才是活动开展所要积淀的宝贵财
富。在这些文化节日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校学生自当完善
人格，汲取力量，成为一名全方位发展，多素质兼备的优秀当
代大学生。 （学通社 崔思远）

不卑不亢求得上进 平心静气终获转机

裴苍龄老师出生于西北一个普通的家
庭。自小家境贫寒的裴苍龄老师从未放松过
对自己的要求，不论对基础知识的学习还是
演讲比赛等课余活动都一丝不苟，从小学到
中学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优秀有目
共睹，不到二十岁时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此外，裴老师极其热爱文学，高中时他
连续三年获得学校征文比赛第一名，年少时
对语文学习的重视为他以后的工作与研究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 年，裴老师考入西北大学法律系。
此时正逢国家“整风反右”运动的大规模展
开，所以正值大学的裴老师不得不经常参与
开会、下乡此类活动，甚至遭遇整整一学期不
上课的尴尬状况。可裴老师并不热衷于这些
运动，他总是在周末独自前往烈士陵园静心
读书获取更多的知识。1958年随着院系调
整，裴老师首次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并于两
年后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延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但是实务部门对知识分子的不重
视让裴老师感到失落。直至 1981年，裴老师
抓住机遇调回了复校后急需人才的西北政法

学院法律系，从此他专心钻研科研与教学，开
启了人生的一段新旅程。

孜孜不倦大家风范 桃李芬芳名师英姿

裴老师可谓是一名研究型学者，常年的
学术钻研使得他身上兼具文人的儒雅与法律
人的果敢，在学问的讨论中，裴老师总是立场
鲜明，加上严谨逻辑与清晰思路锤炼出的深
厚学术功力及独特的思维视角使得他在我国
证据法学界独树一帜。

作为一名学者，证据学是裴老师从八十
年代至今三十余年来研究最深入的一门学
科。他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证据学的
思想原理”，只有正确把握和应用才能使其成
为科学之科学。裴老师在受访中一再强调当
今的国内学术界跟从西方唯心主义思想进行
证据学研究是有失偏颇的，例如在欧美诉讼
法中的证据存在排除规则便有违于哲学的基
本问题，“证据是客观的，只能被反映，不能被
规定”，裴老师坚定地说。

作为一名教师，裴老师成就斐然。裴老
师认为教学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研究中解
决的问题可以为教学带来新鲜的观点，而教
学中提出的问题又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裴

老师提倡研究型教学，坚持“真理面前无师
生”，他允许学生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有理的反
驳，这加深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与爱戴。

裴老师将研究作为一种乐趣，在他看来，
搞研究不是写两篇文章就能达成的，只有学
而不厌，用坚实的脚步沿着这条路一直坚持
走下去，才能体验到豁然开朗与欣慰快乐的
心情。

年高有志笔耕不辍 探求真理玉壶冰心

裴老师醉心于学术研究，年逾耄耋仍不
放弃真理探求之路。自1996年从一线教学岗
位退休后，裴老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在了证据
学理论的科研工作中。如今裴老师生活规
律，每天坚持科研写作，打乒乓球锻炼、理疗养
生，健康的身体成为他持续工作的基础。裴老
师告诉笔者，只有不停止对知识的追求才能从
中获得乐趣，搞科研是没有退休时间的。

离开讲台多年的裴老师仍不减对莘莘学
子的殷殷关怀，他希望现在的学生们能把理
论认识应用到实际，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同
时他还强调学生应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知
识，提高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通社 崔思远 金瑞）

汉服，又称汉衣冠，中国
汉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
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至明
末这四千多年中，以华夏礼
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汉
人王朝推崇周礼、象天法地
而形成千年不变的礼仪衣冠
体系。目前我国各大高校都
成立有汉服类社团，旨在推
广汉服、弘扬汉文化。图为
我校衿熙汉服社成员在进行
社团活动。

温杰大温杰大 摄摄

王少杰王少杰 摄摄

崔思远崔思远 摄摄杜超英杜超英 摄摄
本组摄影本组摄影 崔思远崔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