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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旺生 周教授的课 今年53岁、祖

籍安徽巢县的周旺生教授是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

未去采访周旺生之前，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他的资料，其中

有篇用春秋笔法写的《朱苏力周旺生列传》，文中写道：“

朱苏力善治学术，周旺生善教学生” 晚上将近九时，周旺生

仍在北大理教203室给年轻的本科生上课。203室是个不小的

阶梯教室，从门口的玻璃看进去，里面是黑压压一片的人头

。教室的后面还站了几个人，想是来得晚没座位的。 周旺生

似乎是在讲类似于西方法制史之类的课程。被麦克风扩大了

的声音中隐隐还有一丝他的家乡安徽巢县的口音，“古希腊

民主选举共有七种方式，方式之一，通过喊叫赢取选票，⋯

⋯我猜想那时的政治家们的身体都是棒棒的身体好了嗓子才

能好，嗓子好了才能压倒对方。”台下笑倒了一片。虽然周

旺生并没有在课堂上说笑话。 平和的语调，投入的神态⋯⋯

课堂上的周旺生很严肃。但他说他喜欢听到学生们在课堂上

的笑声。对他来说，台下鸦雀无声，学生们规规矩矩地记笔

记的课堂是失败的。周旺生喜欢给本科生上课。他认为，“

本科生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这个阶段授课的好坏往往会

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所以每每上课之前，他都精心准备

。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精彩片段，都曾在台下千锤百炼。 周

旺生在北大讲课受欢迎的程度从“九百人选课”事件中可见

一斑。“当时确实是有九百人左右选了我的法律导论。”周



旺生证实了在网上和北大校园里流传的故事。 “开始时只为

北大没那么大的教室发愁，后来才发现批改九百份左右的作

业和试卷也是件很痛苦的事。”周旺生笑着说，“有调皮的

学生建议我把试卷放在一台大功率的电风扇前，风扇呼呼一

吹，试卷面朝上的给合格，面朝下的给不合格。” 这当然是

开玩笑的。那个学期，周旺生特别忙，以至有人打他电话客

气地问“周老师您这两天有空吗？”的时候时，周旺生心里

都要直嘀咕：敢情还要算计我这不多的一点时间啊？ 国务院

特殊贡献专家奖、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全国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司法部首届育才奖、北京大学优

秀教学奖、北京大学最受欢迎教师、北京大学十佳优秀教师

⋯⋯周旺生家里的奖章证书不少，但他坦言对那些与教学密

切相关的奖项情有独钟。“看着它们，感到再苦再累都是值

得的”。 据说在北大三角地的宣传展板上曾出现过这么一句

话：周教授的课，只有两种人鼓掌，一种是听懂了的，一种

是没听懂的。 法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1984年周旺生北大法律

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留校任教并非他第一选择。“当

时想成为军人，觉得当兵打仗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潇洒豪情。

” 但是恩师沈宗灵教授的期望使他最终选择了留校。“干一

行爱一行似乎是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特征，一旦作出了决定

，必会全力以赴。”正因为如此，毕业后的周旺生相当顺利

：从教的次年即任讲师，四年之后成为副教授，1994年，42

岁的他顺理成章地晋升为教授。 许多法理学大家擅长于法哲

学，对于法哲学，特别是自然法的学说，有较多的探讨，而

对于法律制度则较少建树。而周旺生在治学上则恰恰相反，

他倾向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我国有着很深的成文法传统



，成文法的发达要求我们对国家现行的一套法律制度进行解

释和适用。” 经过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多年的研究分析

，周旺生发现：法律难以施行已是中国治国和法制中的大问

题。二十多年来，数以百计的法律、数以千计万计的法规和

规章，绝大多数没有起到法所应起的作用。 探寻法治的源头

，周旺生把中国法律施行难的第一根源归结为立法质量低劣

。“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存在不少劣法或笨法，这些‘残次

品’影响了司法和执法，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法律的神圣性

。” 周旺生心中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为此，1988年

，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立法学》，该书为立法学在我国崛

起发挥了奠基作用；1994年，又推出60万字的长篇论著《立

法论》，提出和研究了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

系列重大新问题；2001年，出版《中关村立法研究》，将立

法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由于周旺生对中国立法学的贡献，

以至有人称其为“中国立法学之父”。 “法学是经世致用的

学问。”周旺生如是说。法学能与法律实践联系了起来，分

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能直接运用到法律的实践活动，

是他梦寐以求的。为此，周旺生还兼任了中国法理学会副会

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

家咨询委员，大连市政府法律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研究员，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顾问等

一系列职务。 2001年1月1日，由周旺生担任专家组组长、首

席顾问、起草小组负责人和核心起草人《中关村科技园区条

例》正式施行。“周老师简直把《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当

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贝。”有学生这样说。 学林漫步人潇洒 

教学科研双肩挑，周旺生最需要的是时间和清静。但条例实



施后，他专设了一部热线电话放在案头，向社会公布号码。 

对周旺生来说，做学问这一活动本身就充满了乐趣。“做学

问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从来没把它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对待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周旺生晚九点回家后还要继续看

书写文章。“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很难说我是在工作还是在

休息。”“当千头万绪的问题在刹那间豁然开朗的时候，我

似乎进入了一种腾云驾雾的状态。” 虽然在教学科研上态度

高调给学生上课力求精彩纷呈；时常为立法的科学化奔走呼

号，周旺生对个人名誉却看得很轻。去年北大招考博士研究

生出现了“甘德怀事件”，作为参与面试的三位老师之一，

他也受到了网络上一些言论的批评和指责。更有人提出了所

谓的“周旺生恶题”，认为他应对甘德怀未能成为北大博士

生负道义上的责任。对此，周旺生的态度是不置可否，依然

在书斋里继续他的研究。 采访快结束时，周旺生太太的车子

已开到北大东门。夜深了，在家守候多时的太太亲自开车来

接先生回家。周旺生没有掩饰他对目前“红袖添香夜读书”

的幸福生活的满足。去年是周旺生从教20周年纪念，他的一

位学生是这样描述他的：“学林漫步人潇洒，席间谈笑大师

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