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法律硕士胡玉锦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法律硕士迎新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 2019 级法律硕士新生胡玉锦，十分荣幸能够作为

新生代表在此发言。首先，我想向在入学期间关心和帮助我们、不断

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学院师长表达由衷的感谢，初入法学院的我便深切

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四年前的今天是我第一次踏入燕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学院

于我而言，只是在怀柔军训时的隔壁连，我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与

法律专业产生怎样的交集。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我竟能站在这里，

代表 2019级法律硕士新生发言，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喜。 

我的本科专业是国际政治。本科四年的学习，相较于基本的学理

知识，我想我更珍视的是北大和国关教会我的不妄做判断、不妄下结

论。我的心中似乎没有了“冒进”，甚至趋向保守，而这份保守是因

为负责，是源于对所有事物的怀疑和审视，也是源于对我个人能力和

条件的评估。 

但与此同时，我却时常有一种在雾中前行之感，我依然怀抱着刚

入学时家国天下的情怀，我依然怀抱赤诚，有着一份对真理的追求和

对正义的坚守，却常感无从纾解。我在国关找不到出口，却在法律这

门学科上看到了。对法律的兴趣源于我本科选修过的《法律导论》及

《外国刑法》这两门课，犹记得《法律导论》第一堂课上，老师虽是

半开玩笑说“人类社会有多复杂，法律人就应该有多优秀”，却让我



看到了一种介于认真和不认真之间的使命感，而后听一个个复杂有趣

的案例，又让我看到法律的实用性。我猛然发现，如果“国关”对我

来说是有些虚高的“理想主义”，那法律就是连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一座桥梁。教授《外国刑法》的老师教导我，要懂同情、懂怜悯，

但不要被道德绑架，那些令人惊讶却又不得不认同的判例背后，是一

个个法律人在面对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命题时依然拼命去寻找合理性，

他们对任何极端情绪和原始正义感保持警惕，却又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忘记所坚守与追求的价值与理想。与法律的接触，使我知晓事物都有

两面性，使我看到人性的恶，使我知道道德靠不住，而法律有底线。

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主动性的出口，法律可以是理想，

也可以是武器，我可以仰望，亦可以运用。于是我义无反顾，走进北

大法学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同我一样，为今天真正成为一名北大法律

人而自豪。从今往后，我们将满怀着对法学学科的热忱，时刻以北大

法律人的身份要求自己，明德崇法，博学笃志，在熟练掌握法律基本

知识的同时多同师长及法律从业者沟通交流，将哲学性的思考和纷繁

的现实相结合，努力把法律这门学问变成一项专业技能并为我们所用；

我也相信现阶段的中国法治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投入和提高，我希望我

们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责任感，我希望我们曾在学校高谈阔论的人权

自由等形而上的理想不要落空，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亲身去实践、去

成就他。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