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李昌麒家中，一个瓷盘摆
件格外显眼，上面写着一首七言
诗——

遥想盛年入世时，纵有逐梦
无和曲。

自从三尺讲坛上，满目桃李
情更渌。

春华秋实落缤纷，歌乐学子
洗愁云。

但见风华吾门子，回眸人生
常思君。

“这首诗是李老师自己写的，
也是他教书育人的见证。”作为李
昌麒的博士生，西政经济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岳彩申说，李老
师对学生很好，谁的饭菜冷了，可
以拿到李老师家里热；谁要熬药
了，到李老师家去熬；谁在生活和
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
找到李老师交流；一到过节，一大
帮学生来了，大家一齐动手，包饺
子、烫火锅……

“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
丢了‘教书育人’的这颗初心。”
岳彩申说，他始终记得当自己成
为一名老师时，李老师对他说的
这句话。

岳彩申说，受李老师影响，
学院老师对学生也关怀备至。
平日里，经常通过交谈、信件、电
话等方式，保持与学生或学生家
长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最新情
况。遇到学生有困难，老师们总
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江帆教
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偷偷”资助
学院贫困学生；得知学生患胆结
石需住院手术，一时筹不出钱，
卢代富立即赶往医院为这名同
学缴纳了入院费；为了让学生获
得更好的治疗，盛学军教授多方
寻找渠道帮助学生转院……

“我们称李老师为大先生，
更与他治学严谨有关。”岳彩申
说，在学术探讨的过程中，如果
有些引语表述上不清楚时，李老
师回去必查原著，核对清楚了再
告诉大家，“我当老师后，也是这
样要求自己的。”

深受李昌麒影响，作为他的
学生，岳彩申也保持了严谨求实
的作风。“岳老师指导我们论文
时就连标点符号、语法句式、格
式规范等细节问题都从不忽
略。”冉隆宇说，毕业后，他也将
成为一名教师，将把这种精神传
承下去。

“李老师还特别注重青年教
师的培养，一方面他鼓励年轻人
在全国和地区性的学术会议上

‘抛头露面’；另一方面，作为学
校教师职称评审组的组长，他不
拘一格降人才，极力主张在职称
评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观念，给
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教师以平等
竞争机会。”岳彩申说。

据介绍，近5年里，西政经
济法教师团队已培养本科生1
万余名，硕士研究生近4000名，
博士研究生近3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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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的手稿、老照片、报纸……再过几天，
就是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经济法学院
建院40周年的日子。5月20日，著名法学教育
家李昌麒的女儿李玉雪将几件父亲留下来的老
物件带回学校展示。它们镌刻了一段时光的记
忆，生动地展现了李昌麒奋斗奉献的一生，令师
生们动容。

作为中国经济法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
一，李昌麒是经济法主流学术观点——“需要国
家干预论”的提出者，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关于经济
法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他的基本观点。

在李昌麒身上闪耀着怎样的科学家精神？
一代又一代法学人如何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
近日，记者走进西南政法大学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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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昌麒后人珍藏的老物件中，
题为《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两份印刷稿，尤其引
人关注，其落款时间是1999年5月。

“这是当年李老师给中央领导人
上法治课的讲稿，一份是讨论稿，另
一份是初稿。”西政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卢代富对两份印刷稿的
主要内容记忆犹新，“加强法治，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
切需要……”

一名法学专家为啥这么关注农
村问题？这背后自有原因——

李昌麒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
有着深厚感情，所以他长期关注农
村，经常会带着学生到农村调研。“到
潼南调研时，大家就住在李老师老
家，他经常坐在院坝里与村民吹龙门
阵、找问题。他告诉学生，农村的改
革、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
的改革与发展。”卢代富说。

早在1984年，李昌麒发表了《试
论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一文，对
农村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这一在当时
争议很大的问题作了擘肌分理般的分
析。1986年，李昌麒作为主研人员，
承担了我国最早一项有关农村经济法
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经
济法制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涉农的法
治著述，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
许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和科研成果。

“正是有了这些理论基础，李老
师被确定为给中央领导人上法制课
的人选。”卢代富介绍，接到这一任务
后，李昌麒带着大家准备讲稿，讲稿
修改了多次，甚至大纲都重写了 3
遍。有时，为了某个问题，参与者会
讨论几个小时，有一次甚至连续熬了
两个通宵。那时候，李老师已经63岁
了，但仍然很有激情，干劲十足。

有人问李昌麒：“你都这么有名
了，为啥还这么拼？”

李昌麒的回答是：“我只是想在有
生之年为农民、为国家再做点什么。”

“什么是爱国？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科学家精神在李老师身上具象化
了。”卢代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5年，69岁的李昌麒作为首席
专家，带领团队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
机制研究”，实现了西部地区人文社会
科学重大攻关项目（A级）零的突破。

在项目进行中，一场大病突然来
袭，李昌麒一度命悬一线，不得不中断
研究。等稍微好一点后，他又带领课题
组成员来回奔波于重庆、贵州的部分城
市和乡村进行调研。历经5年，终于完
成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报告，国家社科基
金办公室以免检的形式准予结项。

“李老师这种矢志报国的情怀，深
深地影响了我。”今年60岁的卢代富
说，1988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时
研究生十分抢手，法学又是热门专业，
律所、国企等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
他还是选择了留校，“我想和李老师一
样，把学问做好，把学生教好，为国家
培养一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为中国的
法治建设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产品质量法学研究》中，李昌
麒为主持人，卢代富作为主研人参与
课题研究，他们在全国率先从法学的
角度对农产品和建设工程的质量保
证法律体系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被中国社
会科学院王家福教授等资深法学家
鉴定为“填补了法学研究的空白”。

1990 年，54
岁的李昌麒执意卸
任了西政经济法系
主任一职。

正当年的他，为
什么要这样做？

李昌麒的学生，西
政经济法学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陈治揭秘——

经济法是从民法中
独立出来的，作为一个产
生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
的非传统法律部门，从它诞
生之日起，就承受着学界对
其合法性的非议甚至是指
责。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与社
会转型的深入，有些学者选择离
去，李昌麒则坚定地留了下来，
想方设法为经济法发声。

1984年，李昌麒在第一次全
国经济法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发表
《建立我国经济法理论体系的方法
和途径》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力
主经济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的一
个与行政法和民法并行不悖的法
律部门。

“1990年左右，虽然已确定经
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但学
科发展底子薄，李老师着急啊！”陈
治说，“为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
在研究上，李老师主动辞去了系主
任一职。”

此后，李昌麒将全部精力都用
在经济法学研究上，密集地发表了
诸多阐述经济法基本问题的著述，
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一派经济法
学理论观点。

“李老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为经济法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是中国经济法学科的开拓者与
奠基人之一。”陈治介绍，1993年
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但不少问
题仍困惑着大家，如市场与政府是
什么关系、市场经济还需不需要政
府干预等。

“那时，我们没有可以照搬的
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同
于西方，又与中国之前的实践大不
相同，这就需要法治学术思想的开
拓和创新。”陈治说，1994年，李昌
麒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
经济法制观念的更新》论文，首次
提出“需要国家干预说”，成为中国
经济法学的一大主流学派，为国家
干预经济行为的法治化提供了理
论支撑。

在那些老物件中，陈治提到了
李昌麒的另一份手稿，上面有这样
的表述：“经济法所谓的调整，是指
国家将其意志深入到物质关系领
域……”手稿的内容正是市场经济
体制确立之后，李昌麒主编的第一
部高等政法院校经济法教材《经济
法学》的其中一章。

李昌麒的开拓与创新精神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政学子。在
前赴后继的努力下，西政经济法学
科于1992年被评为四川省首批重
点学科；1993年被评为司法部唯
一的部级重点学科，重庆市直辖后
又被确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
199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高等学
校重点学科；2007年再次被教
育部评定为高等学校重点学
科，奠定了西政经济法学科在
全国学界的学术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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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代富

聚焦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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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经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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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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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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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西南政法
大学，李昌麒教授家人保存
的经济法手稿和成书。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01 年授予李昌麒的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 5 月 20
日 ，西 南 政 法
大 学 ，李 昌 麒
教授家人保存
的 经 济 法 手
稿。

2002年，李昌麒教授参加第三届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研讨会。
（受访单位供图）

▲李昌麒教授家中珍藏的瓷盘摆件。
（受访单位供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张春晓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