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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走过了 60 年的风爵历程，这一历程不仅是新中国

法学教育的缩影，更折射出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发震历程。时值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 60 周年院庆之际，法学院决定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60 年的发

展史编著成书，以纪念和感谢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设和发震作出重大

贡献的老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院史编写是弘扬法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校部生和广大校

友的期待。旱在 2000 年，为庆提法学院成立 50 周年，法学院曾组织林榕

年、宋金泼、张希坡、叶秋华等教授，撰写了部分初稿，后因各种原因没

有完成。此次院史编写参考了当时的部分初稿，在此向参与编写工作的教

授们表示感谢。

此次院史编写工作开始于 2009 年 4 丹，于 2009 年 5 月或立编写组，皖

领导曾多次听取院史编写组的工作汇撮，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有关体

钢、内容等，编写大绢经历了六稿的修改，最终确定以编年史为主线的编

写体例。在编写过程中，院史编写组成员深人细致地收集法学院的历史档

案，采访法学院的老教师和校友，查阅相关的史料和人物传记，并多次听

取法学院教师及校友的自述院史。按照工作程序，先由院史编写组提供初

稿，经编委会部分成员初步修订后，再经由朱世英、孙国华、张希坡、林

榕年、许崇德、鲁风、高铭喧、王作富、赵中孚、关怀、江伟、陈一云、

程晓霞、宋金波、王益英、叶秋华、韩玉胜、冯玉军等教授提出修改意见，

经过十余次的书稿修订，由编委会审阅定稿。院史编写组在完成院史编写

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近一千万字的法学院前期历史挡案的整理工作。

由于存在院史文献、档案资料不完整等客混条件摄制，如之编写水平

有限，书中存在不准确、不完善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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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希望今岳能不断对中菌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进行完善，以期建立完整

承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的文献资料，以飨后人。

本书的编写工作和出版得到法学院 1984 级研究生镰慨相助，在此向校

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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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孕育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所以社会科学

为主的新型、正规社会主义大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7 年，其间历经陕立公

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主要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作为中国人莫大学组成部分，与中国人员大学的发展紧密相连，法律系从

无到有，再到改系为院，历经变迁， B向中国人民大学一起渐渐成长壮大，但

挟北公学时确立的建校宗旨布禧掉，经过岁月的积累与锤炼，始终流淌在每一

位人大法律人的血液中，历练为一种独特的气质而生生不息。

一、从挟立公学走来一一"造就革命先锋分子"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为了抗自救国大提来

到延安。为了最快地把他们培养成抗战人才， 7 月底，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

大拭日军政大学的同时创办挟北公学，并委挺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

徐特立、成坊吾和张云逸 6 人组成筹建组，筹办挟北公学。

1937 年 8 月，挟北公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

仿吾为主任。党中央委派中央组芽、部副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工作，并任命

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团书记。陕北公学实行党园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由党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

历革命的大学。 1937 年 8 月鹿，从拉大①转来第一批学员约 200 人， 9 月 1

① 抗大，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由 1936 年 6 月 1 a 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而来，后者的前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翼会主

席时，校主止迁到延安，抗大共办了八期，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民约贡献.对于夺取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参见黄景芳、白玉武、李致平<<中国革命和建设之录·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 166 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抗日大学"词条，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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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自邵阳法学院院史
日开始正式上课。陕北公学暂设五系，共招生1 000人。①

1937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为陕花公学成立与开学题词，提出要在陕

北公学"建立革命的先锋队"，这既是对陕北公学的高度期望，也是陕北公

学后来一直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1937 年 11 丹 1 日，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

礼，毛泽东亲临大会并作了题为《目前的时局》的报告，号召大家"为保

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1938 年 4 月底，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决定在旬邑看花宫创办挟北公学

分校。 1938 年 7 月 7 日，分校开学。 1939 年 1 月，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并

便于集中领导，根据中央决定，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迁到分校所在

地看花宫。②合并后的陕北公学，主要办大学部。从 1939 年 5 月起，陕北

公学即根据中央决定开始组织准备上前线的工作 1939 年 7 月初，陕北公

学师生抵达延安，接改编入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陕北公学时期至此

结束。

二、红色法政教育之初兴:法政学院的建立、结编与精简

抗战时期的法政教育，为其时代背景所深刻影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及不稳定性。但这个时期却又不能忽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法政教育

仍然能一直生存并最终汇入了新中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

1939 年 6 月上、中旬，陕北公学根据党中央决定，拟将陕北公学、鲁

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廷安工人学校园校联合。全校师生

于当月 F旬抵达延安，被编入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

大)， 1939 年 7 月 7 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正式成立。

① 陕北公学时设五个系 z 社会学系，培养战时服务人员，招收高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 300

名 z 师范专修系，培养战时农村教育工作人员，招收初中毕止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00 名;医学系，培

养战对医务工作人员，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00 名 z 国防工程系，培养战时机械技术人

员，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200 名手日本研究系，培养对日本问题有深切研究人员，招收初

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100 名。

② 在此之前，陕北公学总校为了给抗大腾出房舍，已经于 1938 年 7 月迁到延安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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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新中自法学教育的孕育黯

1.成立法政系

1940 年 1 月 15 日，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华北联合大学第二期招生简

章》发布。①"高章"中阎明了华北联大的办学宗旨，即"培养行政的及文

化教育的抗战建国干部"。在这次招生中，首次开始在社会科学部下分两个

系，部法政系及教育系，各招生 240 名，前者培养区级以上干部，后者培养

高小以上教员及教育行政工作干部。在中共开办的学校中，这是第一次出

现了"法政系"，是抗战时期红色法政教育之灌筋。②

1940 年 10 月中旬，华北联大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开始向正规

化方向发展，将各部改为学院。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江隆基挂院

长，何干之任副豌长，殷之镜任党总支书记;蹄莲部改为教育学院，成仿

吾兼院长，李凡夫任副院长;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F 工人

部改为工学院，成仿吾兼院长。各院路原有专修科外，增设本科和预科。

其中本科在社会科学院下设法政、财政经济两个系，学习期限为本科 3 年~

4 年，预科 1 年③，专修科 6 个月。④

2. 整编成立法政学院

1941 年 2 月，华北联大第 3 期正式开课。 2 月中旬，为了统一边区的干

部训练，边区行政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决定将原震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抗战建

国学院⑤与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合并，改编为联大法政学挠，自尊任之任院

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 (上卷) (1937--2007) , 27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旅社， 2007 。

② 不过，这个时期的法政系.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还是以学习政策及政治理沦为中心，直

到 1940 年 10 月改部为院后，才开始开设法律专门知识课程。

③ 预科主妥是由原来一个高级队改建，主要课程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史、外留史、

自然科学、外文〈俄、英、日文〉等。

③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宁愿人民大学纪事)} (上卷) (1937• 2007) , 

27~29 页，北京，中圈人民大学出旅社. 2007 。

⑤ 抗战建留学院成立于 1939 年 9 月，是为建设晋察冀边区而创办的一所新型地方干部学校，

学院主要是培养行政工作和经济建设干部，学帝H 个月，到与华北联大合并前，己培训了 12 个队

的 1020名学员，参见《造就革命的先锋队 2 中国人民大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旅社，

20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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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杜文敏任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 3 丹，法政学院正式成立。下设秘书

(培训县政府秘书)、民政一、民政二、财政、司法、实业(丁a商管理)、按

食等七个队，共有学员七百多人。此时的华:lt联大共设文艺、教育、法政

三个学院，群工部〈群众工作部的简称)一个部。①

3. 法政学院的结结与精简②

1941 年 11 "--' 12 月，华北联大进行改编，将群了，部并入法政学院。

由江隆基兼任院长。此时的华北联大只保留了教育、文艺、法政三个学

院，全校教职工缩编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左右，法政学院保留商个高级

5人，共有学员七百六十余人。其余学员提前毕鱼分配工作。 1942 年 7

月 11 日，法政学院分为社会科学、政治、史地三个系，财政经济系并

人社会科学系。

抗日战争期间，华北联大这所"战火中的大学"坚持办学，在六年内

为抗日战争培养了近八千名干部，此外，还培养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

教育、政法、财经等方司的骨干教员和理论人才。华北联大的法政学院从

元到有，从只有军队编制到正规化，均是在十分又良苦的条件亨完成的。法

政学院虽然并未开设我们今 B所谓的法学专业课程，但为以后的复建和法

政系的建立权累了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法学教育的发展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经过短暂的教学工作结束时期话，中

共晋察冀中央局正式决定全面鼓复华北联合大学，改由中央局直接领导。

自 11 月下旬开始，逐步复建了教育学皖、文艺学院和法政学院。法政学

皖设政法系和时经政治系，于 1945 年 11 月下句开始招生井上课，学制三

年。学员多是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介绍来的平津等地的青年学

① 参见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 110 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2 0 

②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中西人民大学纪事)) (上卷) (1937-200门，

35~52 页，北京，中因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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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孕育 黯

生，也有少数晋察冀边区政府司法部门介绍来的人员和延安大学行政学院

转过来的学员 。 另一部分学员来自政治班 。 19 4 6 年 9 月，法政学院两个

系的部分学员提前毕业，大部分分配到部队工作 。 同时，应时局的需要，

法政学院更名为政治学院，撤销了政法系和财经系，将政治班划归到政治

学院 。

1948 年 8 月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吴玉章任

校长 。 华北大学的教学宗旨是"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与建设的干部，为

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s迄

i" 

谢觉哉为华北大学成立题词

194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同志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信

中建议以原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为基础合并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 同年 12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上

通过了 《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 ))，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适应国

家建设需要并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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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并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院系设置及学习期限

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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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斤 1949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上通过 《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沪 的决议

至 12 月底，华北大学全校干部、师生及勤工人员基本转人中国人民大

学。华北大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培养了各类干部共约-万九千名，他们进

入党务、军事、文教、政权、财经、技术等部门，还有部分学员参加到各

个学校的建设中，延续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奋斗精神，为新中国新型、正规

的高等院校的建立赠精竭虑。

四、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中国政法大学

1949 年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时，除了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外，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干部、学生也并入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中。

中国政法大学对民国法学有继承，有批判，有破旧，有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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