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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和法治时代

着 20 多个年轻人去黑龙江插队。1979 年初，当母校发出呼唤

的时候，已回上海并继续开展哲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徐建，立

即回到华政园。除了讲授犯罪对策学以外，又在曹漫之副院长

的带领下，与武汉教授一起组建青少年研究所。武汉教授早年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外语出色。在华政第二次复校之后，曾被

推荐担任联合国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徐建教授

则从此将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勤奋

写作，在该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还受邀参与建立中国

第一个少年法庭，参与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关于青少年保护的地

方法规等。

1999 年，学校授予徐盼秋、庄咏文、王召棠、徐轶民、武

汉、郑兆璜首届“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2021 年 11 月 19 日，

在华政长宁校区韬奋楼前，立德树人“大先生”——华东政法

大学功勋教授文化长廊揭幕。经华政档案馆等相关部门挖掘、

大学之大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诸如郑兆璜、胡文治这样的国际法

领域大家回到华政园任教。1980 年 3 月 5 日，华政学术委员会

成立；1981 年成为硕士研究生授予单位。

徐建是 1955 年毕业留校的。“我毕业的时候，鞍钢检察院

的检察长来学校要人，希望我到鞍钢去工作。”徐建告诉记者，

“作为年轻党员学生，我当然服从国家分配。我的父母也开明，

哪怕心里舍不得儿子，也认为国家需要，必须支持儿子去东北。

哪知道家里给我买了一个猪皮皮箱，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学校

又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到新成立的刑法教研室工作，那我

就留下了。”此后，徐建相继担任过郑文卿、雷经天的秘书。

上海社科院成立后，徐建去了哲学所，“文革”期间又带

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全景。摄影 /李铭珅

　　华政一直致力于祖国的法学教育事业，致力于培养卓越的法律人才，致力于提升
法学教育的专业性和国际化，致力于与法治事业同行、与祖国需要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