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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91岁的高
铭暄动情地说：“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了我，使我由不谙
世事的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
高、比海深。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1928 年，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的一个小渔村。
父亲曾经在浙江省高等法院任审判官，后到杭州国民政府
的地方法院任推事 （即法官）。父亲当年的职业在他身上多
多少少打下了一点烙印，觉得自己是“法”门子弟，与

“法”有天然联系，并由此暗暗立下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志
愿。1947年秋季，高铭暄进入浙大法学院读书，走上了刑
法学研究之路。1951年，他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他就与该校结下不解之缘。
1954 年，他走上讲台，给本科生和低年级刑法研究生上
课，开始了为新中国培养法学人才的历程。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高铭暄积极投身科研，推进
刑法学科发展。除了主编或者参编100多种著作、发表300

多篇专业论文之外，他还主编了7种刑法学教材，出版了8
种个人专著。他积极参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参加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刑法立法工作，全过程参加了1979年刑法典的起
草制定工作，成为一名自始至终参加刑法典起草工作的刑
法学者。

作为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
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铭暄可谓功成名就。回顾取得的
成就，他提到最多的有两点。一是学习。他的座右铭是

“活到老学到老”。据了解，虽然已经91岁高龄，但是他仍
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 1 小时，不想落伍，求知若渴，这是
他保持思维敏捷、学术常青一大秘诀。高铭暄酷爱京剧，
他最爱的唱词是 《洪羊洞》 里的那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
日闲空”。这正是他的人生写照：在从事法学教研的 60 多
年间，他孜孜不倦地投身国家立法育人事业。二是感恩。
他说，吃水不忘掘井人，知恩图报方为君子。他要记住学
校对他的恩情，记住大家对他的关怀和帮助，把获得的荣
誉看成是对自己的鞭策，荣誉越高，责任越重。他表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工作，继续前行，把自己的
余生，持续地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蒋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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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中，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群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提升全民族素质、培
养合格的建设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新中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于漪、卫兴

华、高铭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长期的教研生涯中，
启迪智慧、传承知识、塑造人格，以璀璨的生命光华照亮学子的心灵和成才之
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培养了大批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常反思，我的课有多少上在黑板
上，有多少教到学生心里。”

“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这绝不是空话，我一辈子都在学。”

这是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
长，曾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
长的于漪对教师职业的深刻认知。正是
这种勇于自省、追求卓越的精神使她成长
为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引领者，推动新中
国基础教育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被誉
为“育人一代师表，教改一面旗帜”。

于漪 1929 年 2 月 7 日出生于江苏镇
江。小时候，她遭遇了日本侵华的苦
难，艰难求学，抗战胜利后，她考入上
海复旦大学教育系，师从曹孚、周予同
等著名教授，学到了扎实知识，增强了
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1951 年，她被分
配教高中历史。虽然不是其所学专业，
但凭着钻研劲儿，她编撰了历史教学小
册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方法。

7年后，于漪根据组织分配改教高中语文，这意味着她必须适应新任务，
进行新探索。在实践中，她认识到，教师必须是设计专家，精心设计教学过
程。一堂课如何开始，怎么铺展开，怎么形成高潮，怎么结尾，怎样做好与
下一堂课的衔接，对这些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不仅如此，老师还要锤炼教学语
言，克服口头语言存在的问题，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有逻辑性、连贯性，增强吸引
力。通过不懈努力，她在语文课教学中崭露头脚。

1978年，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于漪的语文教学进入新阶段。她系统整
理多年语文教学经验，完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中学语文备课手册》等
多部著作。此后，她研究教师学，出版了《现代教师发展丛书》和《现代教
师学概论》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在中国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
年代，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于漪主讲的直播公开课为很多人所关注。
在上海等城市，其影响甚至超出教育领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
计，她先后共开设了约2000节公开课。于漪课堂或于漪教学成为中国教育的
闪亮品牌，不仅春风化雨，滋润了众多学子的心灵，而且为广大教师尤其是
中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去，指引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
界，学好语文，帮助建好精神家园，创造中国教育的未来。”90岁的于漪至今仍在
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张保淑）

有这样一位几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的专家，对推动改革开放进程起了重大作用，在经济
学学术圈内声名远播。他就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
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卫兴华。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新中
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贯穿新中国70年历程。其著作《卫兴华选集》《政
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
史论》 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理论探索。日
本 《中国研究月刊》 称其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
家”，《中国经济时报》则称其为“经济学理论清道夫”。

1925年10月，卫兴华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日本侵华
战争使世代务农、没有家庭文化渊源的卫兴华求学之路异
常坎坷。幸运的是，他从1939年开始受惠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力量，先后就读于多所学校并于1948年进入华北
大学。1950 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他被分派到经济系学习，之后跟随苏联专家从事政治经济

学研究。1952年，卫兴华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经
济学教研之路。

回首教研生涯，卫兴华总是会提及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
人，一位是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学校长，另一位是伟大
的精神导师卡尔·马克思。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汲取智
慧与力量，挖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的规律性认识。

在丰硕的研究成果中，他感到自豪的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纠正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中国经济学界在资本主义
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上普遍存在的纰误。难能可
贵的是，在当时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和生产资料
商品外壳论等理论观点流行的时代，卫兴华明确肯定了全
民所有制内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突
破了流行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论，提出了在经济学界
影响广泛的生产力多要素论；三是澄清了学界对于货币本
质属性的误解。

今年，卫兴华已94岁高龄了，但其研究步伐并没有停下
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不惟
众”是卫兴华的座右铭，“把理论作为真理的喉舌，在研究中
绝不做‘风派理论家’”是他的坚守。 （张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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