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秉志，郑州大

学 ７７级学生，我国
首届刑法学博士，曾

任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刑事法

律科学研究中心主

任，现任北京师范大

学法学院暨刑科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感言：

人生无处不选

择，选择有对也有错。

但人生要不断积极探

索、积极选择、勇于选

择，也要不断地及时

修正自己的选择。在

我的人生追求中，高

考的选择给我搭建了

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平

台，如果没有高考，就

没有我此后人生的多

次选择。

赵秉志

高考开辟我的攀登之路
■本报记者 汪 辉 党贺喜 文 汪静文 图

“没有选择，人生就失去了航标，就不

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通向成功之路。正是因

为当年的高考，让我的人生有了一次次的

正确选择和成功机遇。”５月２７日上午，记
者来到赵秉志教授下榻的黄河迎宾馆，他

正忙着修改一篇文章。提起３０年前的那
次高考，赵秉志意味深长地说。

下乡是他的第一课

对于赵秉志来说，１９７４年 ４月是他
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那年高中毕

业，他强烈要求下乡插队。

“为什么选择下乡呢？主要是受当时

时代风潮的影响，别人都到农村锻炼、参

加革命，我怎么就不能去呢？觉得留城里

不高尚、不光荣，就报了名。后来看，这个

选择是盲目的、不理性的，但有着时代的

必然性。”当时，赵秉志的父亲是南阳地区

农科所所长，母亲是小学教师，一个哥哥

和两个姐姐当时都已经上山或下乡了。按

政策，他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

“下乡三年多，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

课、第一站，对我自己的成长道路，对我获

得与人交往的经验、品质，奠定了一个较好

的基础。尽管当时的选择有冲动、有盲目，

但回头看，可以说是得大于失，收获很大。”

犹豫之中考上大学

１９７７年 ８月，赵秉志告别农村，回城
进了工厂，在车队学修车、开车，这在当时

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所以，１９７７年国家
恢复高考，对于赵秉志而言有诱惑但不算

太强烈。

“考大学，我觉得当时‘工农兵大学

生’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考，父母和我所敬

重的中学班主任贺国均老师都督促我考。

对于专业，我曾想考医学院，可自己中学

时的化学课基础不好，当时听说医学院不

收化学成绩不好的。考虑再三，我自作主

张改考文科，报了三个志愿：郑州大学新

闻学、南开大学经济学、武汉大学哲学。现

在看这三个由低到高的志愿，就知道自己

当时有多盲目。”

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

派”，吃尽了苦头，赵秉志当时对政治特别

反感，但没想到被郑州大学政治系录取

了。一听通知说是政治系，当时他就不想

上了，入学通知书也不想去取了。最后，在

贺国均老师的耐心劝说并陪同下，他才勉

强取回了入学通知书。

“考大学、选专业和上大学，是我人生

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回头看是非常正确

的，但我当时曾非常犹豫———要不要考，

录取政治系以后要不要上，都非常犹豫。

从考医改成考文，是我自己的选择，根本

没与人商量。考大学和上大学得益于父母

和中学时代的恩师贺国均先生对我的督

促与指点。如果我当时没有去上大学，那

现在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攀登学术事业高峰

大二那年，听说郑州大学政治系要一

分为三，分为政治系、哲学系、经济系，还

可能成立法律系。这个消息，对于不愿意

学政治的赵秉志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

讯。果然，第四学期放寒假，他在家接到电

报：火速返校。原来，法律系宣告成立，仅

有三个领导和两个学生，其中就有赵秉

志。紧接着，他就和另一个同学被送到人

大法律系法学本科代培学习。

“这是一次重要的选择。为什么选择

学法律呢？主要是‘文革’时的家庭遭遇、

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让我自然对无秩序

有一种痛恨，对法治有一种渴望。同时，上

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国刚刚开始法制
宣传，国家发展法治是一个大的方向。”

在人民大学两年学习，赵秉志师从新

中国第一代多位著名法学家，像高铭暄、

王作富、佟柔、许崇德等，为他后来走上刑

法学研究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８１年，赵秉志想方设法排除阻力，
积极参加研究生考试，并被人民大学刑法

专业录取，师从我国刑法泰斗高铭暄教

授。１９８４年，面对多种选择，他又毅然决
定考博，并成为我国首届刑法学博士。

１９８７年底，赵秉志毕业留人民大学
任教，次年 ６月被破格评聘为副教授。
１９９０年 １０月，他被公派赴美国留学，
１９９１年８月份按时回国。１９９２年，他被破
格评聘为教授，１９９３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７年担任法学院副院长，１９９９年担任
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２００１年担任全国
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一路走来，虽有艰难

曲折，但总的是非常顺利。

２００５年 ８月，赵秉志作了一次重大
而艰难的选择，即为了发展学术事业，在

年近５０岁时，他与数位同事一起加盟北
京师范大学，创建了我国首家独立的、实

体性、综合性的刑事法学研究机构———北

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并担任

院长。２００６年４月，北京师范大学撤法律
系并成立法学院，任命他同时兼任法学院

院长。

“人生无处不选择，选择有对也有错。

但人生要不断积极探索、积极选择、勇于

选择，也要不断地及时修正自己的选择。

在我的人生追求中，高考的选择给我搭建

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平台，如果没有高

考，就没有我此后人生的多次选择。”赵秉

志是时代的幸运儿和弄潮儿，在成长的道

路上，他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选择，有

过徘徊，也有过犹豫。但他都不断攀登，不

懈拼搏，终于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开辟了一

个广阔无垠的空间。

黄新华

那年的高考像一声春雷
■本报记者 汪 辉 党贺喜 文／图

幸福大学时光

谈到高考，黄新华从书柜里取出一个

厚厚的相册来，相册有一尺见方，颜色略

显发黄。他说：“这是我高考前后和大学时

期的照片，你们先看看吧。”

“今天是桃李芬芳，明日是国家栋

梁。”在一片桃花盛开的桃林前，黄新华和

几个同学意气风发地并肩而立。这张照

片，黄新华记忆犹新。他说，这是上大学四

年级时，他们几个同学的合影。当时选择

这个背景照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３０年代《毕业歌》中的这句歌词。而今天，
事实也印证了这个寓意。

“那时候，大家都激情迸发，师生关系

非常融洽。”黄新华说，那是一段幸福的大

学时光。同学们虽然年龄悬殊，但彼此之

间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男女生之间关系

更是纯洁美好，亲如姊妹，男同学主动帮

助女同学干些体力活，女同学经常帮助男

同学洗衣服、洗被子，套被子。

响应号召下乡

１９７３年，１７岁的黄新华高中毕业。作
为一名干部子弟，他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

样，毕业后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在信阳固始县汪棚乡一个小村，黄新

华白天和老乡们一起干活，学唱山歌；晚

上就躲在简陋的蚊帐里看小说，学习《毛

选》。“虽然上大学是每个学子都想圆的

梦，但那时高中毕业都下乡，没有想过高

考，当时实行推荐上大学，不是一般人能

去的，即使推荐上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的确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知青时光，

我几乎没有放松学习请教，是可亲可爱的

老乡们培养了我。”枯燥的知青生活，对于

黄新华来说充满了憧憬，留下了幸福的回

忆。让他自豪的是，由于两年的表现突出，

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意外参加高考

“１９７７年，当我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已
经很晚了。那时我工作单位县卫生学校有

个女同事，整天捧着书本。很多老师也都对

高考跃跃欲试。看到他们激动的样子，感觉

自己参加高考肯定没戏。可一次同事问几

道题，我不经意地都做对了，这一意外发

现，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参加高考的念头和

信心：高考也不神秘嘛！一位尊敬的老中医

同事也劝我，赶上盛世，不为良相，但为良

医，即使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也好哇。回

家和父母一说，他们也鼓励我去试一试。”

“几年没有翻过书本，学校里学的东

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复习资料还很

难找，我就拜访那些很热心又很有学问的

高中老师，他们介绍高考心得，还翻出了

几本压在箱底的残破的老教科书。为了避

免外界干扰，下班之后我就把自己反锁在

屋里埋头苦读。”

那年，２１岁的黄新华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参加了高考，结果让他吃惊的是：提前

看书的同事没有考上，教他的老师没有考

上，而自我感觉不好的他，却考了个县里

的“状元”。

对于这个结果，黄新华说，这惟一的

解释可能是他上中学时基础扎实的缘故，

他非常感激那些刚刚经过劳动锻炼执掌

教鞭的名校大学生老师。

低调面对大学

“黄新华考上大学了！”

消息在小县城传得特别快，时值元宵

节刚过不久，亲戚朋友们有的送钱，有的

请吃，有的送东西，有的还张罗要敲锣打

鼓好好庆贺一下……

“孩子，你要记住乐极生悲！上大学只

是人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你走的每

一步都要小心。”面对喜悦，黄新华的父亲

却显得非常谨慎，他叮嘱儿子说：“上大

学，固然可喜，但你千万不可忘乎所以，一

定要以一颗平静的心面对。”黄新华说，当

时有不少考生接到通知书后，由于情绪激

动过分，导致了精神失常、车祸等这样那

样的不幸遭遇。

高考改变人生

“可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否则

我可能还是卫校的一名普通工人。”

“大学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我们

都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堆里一样，拼命抓

食，疯狂吞咽。”大学期间，黄新华学习成

绩优良，还担任过系学生会学习部长、班

党支部委员。

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后，黄新华在众多同
学中脱颖而出，被选拔到共青团中央工

作。随后，他又攻读了北京大学刑法学硕

士专业，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任法律处处

长，参与起草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１９９６年他
转到国务院法制办工作，多年来，致力于

我国的仲裁工作，现忙于我国行政法规规

章的清理工作。

“我们的同学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重

要的作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太微不足道

了。但是，那一年的高考太特殊了，它就像

平地里响了一声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一个

人的命运，还整整改变了一批人、几代人

的人生。”他的儿子和儿媳国内大学毕业

后都在美国攻读博士。

“远近高低旺狗除，春早兆喜金猪苏。

起舞丹心昭天日，五十毋劳画新符。”黄新

华把自己丁亥初一步王安石《元日》韵写

的《天命抒怀》送给记者，以示自勉。

采访不得不结束了，因为黄新华下午

要赶着飞往湖南开始新的工作。

黄新华，郑州大

学 ７７级 政 治 系 学
生，国务院法制办协

调司副司长。

感言：

那一年的高考

太特殊了，它就像平

地里响了一声春雷，

不仅改变了我一个

人的命运，还整整改

变了一批人、几代人

的人生。

大学生活虽然

平淡无奇，但我们都

像饥饿的人扑到面

包堆里一样，拼命抓

食，疯狂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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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６日下午，由中央
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
中国法学会联合组织的百名
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郑州专场
在市青少年宫隆重举行，中国
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
授以“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为题
作了精彩的演讲。不少人向记
者建议：赵秉志教授是郑州大
学７７级学生，这些年来，他在
学术上不断跨越，取得了不菲
的成绩，你应该采访他。

“久旱逢甘霖，喜雨
从天降，欢迎河南老乡
来呀！”记者来到国务
院法制办协调司副司长
黄新华的办公室，一落
座，他就热情地端茶倒
水，并用诙谐的话语问
候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