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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和法治时代

坚持他退而不休、天天上班的习惯。

每天上午 9 时许，王立民都会骑自行车离开小区，从万航

渡路校区门进入学校，穿过老式牌坊和中央草坪，来到他的办

公楼——40 号楼。

作为华政第二批招收的研究生，从 1982 年入校起，王立民

和华政园相知相伴了40年。2016年起，他作为《上海市级专志·华

东政法大学志》编纂委员会秘书长和编纂工作组组长，开始了

长达数年的校志编纂工作。这让他对改革开放之后，华政的发

展历程更是了如指掌。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

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任务，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学教育事业从此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对党的历

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给华东政法学院带来新生。

王立民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从邓小平亲笔圈阅批复，

到正式复校，仅用了短短 6 个月。1979 年 9 月 17 日，复校后

的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举行。

复校伊始，学校既没有教学楼，也没有图书馆，宿舍拥挤，

办学缺少用房。1980 年，面对新生校舍无法全部落实的困境，

学校领导决定先建设图书馆和教学楼，校领导身先士卒，在四

号楼前的大草坪搭建 5 座临时帐篷，和行政人员一起搬进帐篷

办公，满足了教学科研用房的需求。

帐篷外亮里黑，夏天像烤箱，冬天似冰窖。就是在这样的

条件下，许多同志工作了四个多年头。华政的“帐篷精神”一

时在上海被传为佳话，并成为激励一代代华政人自强不息、奋

山东省济南法律学校。

学校法学研究成果随之日益增多，迫切需要有一个开展法

学研讨和发表法学研究成果的阵地。

当时在整个中国，发表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只有

一个设在北京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的《政法研究》。因此，

创办一个法学刊物，发表法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学理

论研究者、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之间建立桥梁，

就成为摆在华政校领导和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1956 年 6 月，以“创造性地提出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科学上

的成就”为创刊词，第一本法学专业理论性刊物——《华东政

法学报》创刊，1957 年 2 月，更名为《法学》。

至今，《法学》始终坚持学术性、前瞻性、针对性、创新

性的办刊特色，紧贴时代发展脉搏、跟踪社会发展前沿、及时

回应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升法学研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贡

献度，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作品。

《法学》的创刊可以看作是第二段共振。“多年来，《法学》

以独到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功力，对我国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

形成了重要理论支持，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郭为禄表示。

守正创新助力改革开放

今年 72 岁的华东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功勋教授”、博士

生导师王立民，就住在与华政长宁校区仅一墙之隔的“家属区”。

当校园结束防疫封闭管理后，王教授第一时间结束居家办公，

党政工团在临时帐篷里办公。

《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创刊，后更名为《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