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代表本科生陈怡州在 2020 级迎新典礼上的发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叫陈怡州，来自福建厦门。很荣幸能在这里和五湖四

海的你们相遇，也很荣幸在这里谈谈一个萌新的感悟与期待。 

我们挥别了家乡，汇聚到这座千万学子梦寐以求的大学，蹒跚学

步式地开始自己跌跌撞撞又充满惊喜的大学生活。我们流连于未名湖

畔的盛景，抬头是博雅塔的风情。或许大家和我一样，看着这个既有

古典韵味又有创新活力的校园，看着周围陌生却亲切的脸庞，又看看

自己心底的初心和理想，有几分迷茫，有几分担忧，更有几分期待：

我的大学生活会是什么样？来到这里，我想要什么，又会收获什么？ 

既然选择了法学院，那么我想用三个“法”来概括我对于大学生活的

理解与期待。 

踏进北大法学院的大门，我们将探索各自的精彩，找寻人生之

“法”。来到这样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园子，我们可以跳脱出他

人的定义和标签，选择成为不一样的自己。或许你在暑假因为被亲戚

朋友视为“行走的北大录取通知书”或许你在成长路上一直被“学霸”

“书呆子”这样的标签束缚。但来到这里大家都拿着那张北大录取通

知书，你和我不过是普通的一分子。又因为这样一份普通，给了我们

从头开始不怕输的勇气。北大，赋予了我们找寻自己无限可能的权利。

在图书馆里认真学习遨游书海的，是你；在辩论比赛上发出清朗新声

的，是你；在多学科交叉中纵横广度与深度的，是你；每一个你，每



一个我们，都独一无二，都充分舒展，绽放青春的活力。 

踏进北大法学院的大门，我们将学习实践司法过程，探索社会公

平正义之“法”。过去，我对法知之甚少，律政剧里口若悬河的律师

让我神往，微信推送里就业红牌专业让我迟疑。抱着浅薄的对法律的

理解和对正义理想主义的期待，我在填报志愿时庄重地填下了北大法

学院的代码。暑假看到张玉环案中宋小女的采访里，她说“从 93 年

到今天，他欠我一个拥抱”让我很是触动。我想，学习法的我，能不

能让更多的张玉环和宋小女及时地、温暖地相拥。接下来的四年，我

们能埋首于书案间，沉浸于课堂中，恣意于思想交锋里，磨砺我们能

独立思考判断的头脑和灵魂。追求正义的路是一条棘途，黑与白之间，

更多的是复杂灰色地带。而北大法学院能给予我们斩断荆棘的武器和

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们能用敏锐的双眼观察社会，更能用双手去参

与社会的塑造与变迁。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担当。 

踏进北大法学院的大门，我们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壮

阔宏图，在大国崛起的法度里找到自己的站位。谢冕教授在《永远的

校园》里写到：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在疫情的艰难里跋山涉

水地抵达，直到今天早上在阳光下庄重地佩戴上北大校徽，有着特殊

经历的我们或许更能明白家与国的联结。 

军训不过过去几日，除了变黑两个度的肤色，训练的汗水与坚持，

同学间真挚的友谊，军训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还记得昌平星月夜

下，晚会终了时全场齐唱“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心潮澎湃；

还记得在党旗下谈初心时十五连姑娘们听到连长讲述内蒙边防站时



闪闪发光的眼睛；还记得那么多份工工整整的写在北大草稿纸上的入

党申请书。军训不仅锻炼着我们的体魄，更将“我的未名博雅，我的

家国天下”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间。无论是疫情期间参加社区

志愿服务的同学们，或是那些到山区支教到基层扶贫的学长学姐们，

都向我们诠释着北大人的深沉担当。 

而作为法律人，我们或许能做的还有更多：参加法律援助，让法

律之光烛照四方；走上律师法官的岗位，拿起衡量正义的标尺天平；

像我们的老师一样，亲身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未来的中国，你与我

都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大学堂开，法律门启；安邦济世，正义恒立。我们循着前人的脚

步踏进北大法律门，以乳虎之姿，去抵达自己，去塑造更美好的社会。

我们一起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