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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硕士论文构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如何写一点自由的文字，为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作一郑重

的告别。虽然，骨子里没把论文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似乎有些

叛逆和异类，但我始终认为，经过一番心焦力瘁地挣扎，学

位论文的如期完成是可以预期的，而附之于后的文字书写却

是另一番意境，它实际上为作者开启了一扇心灵的窗户。从

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撇开了冷冰冰的学术风格，这类个性化

的语言更具有魅力。可惜有些人将之封闭不用，而更多的人

们乐意利用这扇窗户，进行各式各样的倾诉和表露，由此形

成了一道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 部头大小不一的学位论文一

旦完成，在我看来，大抵不过有二种命运的分野：一是立意

高远、论述深刻，在该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从而得以在更广

的范围传播，担负着传承学术薪火的神圣使命；二是虽无大

谬，但立意平平、缺乏创见的平凡之作，经过短暂片刻的喧

闹后归于宁静，从此在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慢慢积满尘

垢而无人问津。对于这篇勉力为之的学位论文，我从不敢抱

过高的奢望。面对几乎是可以预见的惨淡结局，最重要的事

情是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来支撑我把论文作下去

的勇气。所幸的是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自我认

知，在自身学识范围内完成一次自我突破。通过一次严格学

术意义上的写作训练，每个人都可以重新估价审视自己。在

学术研究这个绝对需要枯淡、潜修（熊十力语）的圈子里，



能否跻身其中，成为合格的一员，这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而我却相当得心平气

和。大概是天赋、能力有限的缘故，怨天尤人便是纯属多余

了！ 转眼间，自己研习法律已有七年的时光。虽然谈不上漫

长，但是其间最好的青春韶华已经流逝，对此我并没有太多

的遗憾。踏入法学这个门槛纯属一个偶然的机缘。1996年高

考填报学校、专业时，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封闭、狭窄的

世界，对外界相当陌生和好奇。为了通过“黑色七月”的洗

礼，在亲人们殷切的目光下，我在那个学风优良的县城高中

埋头苦读了三年。正所谓天道酬勤，我的名次从中游一直稳

步冲到了前列，结果我以较为优异的高考成绩如愿考上了武

汉大学。但是，具体到专业选择时，当时一片茫然。单凭兴

趣而言，我属意于哲学，在备考期间，狂背政治而屡获高分

，凭添了信心也萌生此念；同时，我一直是文学的钟爱者，

很小的时候就爱看各种文章，至今还依稀记得郑振铎先生的

《猫》给我幼小心灵的感动。于是自个儿胡乱写了一些不属

命题作文范畴的文字，竟惹得小学期间的班主任郭老师作了

一首打油诗，张榜公示予以表扬。到了中学时代，迷上了“

爬格子”一行，这股劲头更足了，虽然屡屡投稿鲜有斩获，

但痴心不改。由于觉得自己还没有明显高人一筹的文学天赋

，在专业选择时，对中文专业便打了退堂鼓，而高中主讲政

治课的马老师则反复告诫了哲学的枯燥乏味。在彷徨无助的

最后时刻，我茫然的目光不经意间停留在“经济法”三个字

上面，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给人无限遐想的专业，就是它了！

就这样，我便来到了珞珈山，在大学殿堂里开始接受系统的

法学教育。 美丽的大学校园确实是一番崭新的天地，它逐渐



开阔了我的视野和心灵。我可以自由地将大量的时间泡在图

书馆和书店，胡乱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书籍；校园

内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几乎是每次必到，从不缺席。在自由

的讲坛里，我可以接受许多平时课堂所得不到的信息和知识

，一睹诸多知名教授的风采，真切感受到知识与人格的魅力

。平心而论，在我呆的最初几年，校园的学风不是很好，虽

不甘愿自我放逐，但自己确实很难静下心来阅读专业的法学

书籍。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支点，或者说是

“重操旧业”吧！从入大学第一天起，开始写日记，整整本

科四年的时光努力坚持着，与此同时，还集中精力写下了一

些所思所感的随笔性文字。日积月累下来，迄今总计已有四

十多万的“抽屉”文字，对我而言，这绝对是一笔无法估价

的精神财富，虽然其中只有二三篇公开发表，但大量的文字

我更情愿作私人性处理。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竟有一股创作

小说的强烈冲动，但限于笔力才只好作罢，现在想来还耿耿

于怀。 而在专业课的学习上，我真是羞惭万分。由于最初没

有培养起对法学的兴趣，加之法律枯燥无味，有些面目可憎

，故而学习动力全无。于是在“上课只记笔记、考前狂背笔

记并过关”的恶性循环中度过了二三年，只是在准备研究生

入学考试时，我发奋用力，才狠狠地“恶补”了一下。可以

说大学四年，我只是经历一个简单的法学启蒙过程，收获寥

寥。幸好在研究生阶段的三年时光，有了导师的关怀指导，

我才得以进入法学殿堂，初步领悟到法学的真谛与乐趣，并

由此开始了锲而不舍地学习和研究。与此同时，为了集中有

限的精力，我不得已忍痛放弃了业余偏好，各种本学科领域

外的讲座一概放弃，依稀记得一次例外是作家池莉在母校的



讲演。一分耕耘，一份收获，虽然主次有别，在发表数篇专

业论文之外，竟然还发了好几篇随笔性文字，远胜过本科时

取得的业余成果。但我想这仅是一个爱好而已，以后的重心

当然应当放到法律这个行当上，经过七年的熏陶和教化，法

学已经融为我骨髓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更何况，即将开始

的法律实务工作对我是一次“学以致用”的尝试和挑战，或

许只有寄希望于将来工作的闲暇之余，过一把“自由撰稿人

”的瘾吧！ 马上要离开生活七年的这座城市了，毕竟有些割

舍不下。国内许多人包括本地人士对武汉有很多不好的评价

，而我对这座城市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牵挂和淡淡的喜爱，记

得有一篇文章《何谓世俗生活以武汉为例》，写得很是精彩

。崇高与丑陋、高贵与卑下原本是不易区分的，有时甚至是

个怪异的混合体。这几年虽然置身于校园生活，却没有与外

部世界完全隔绝。除了收获知识外，也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

的道理，人也在一次次风波中学会承受和成长。珞珈山的时

光值得永远怀念，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和事件，但学会

感谢生活的赐予是人生的必修课。更何况，有那么多给予我

无私帮助和鼓励的师长、同学和朋友们曾一起愉快相处，他

们不仅存于我的笔端，也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六十多年

前，一位文弱书生挥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因为有些“惊

世骇俗”而争议不断。我从中学时代便读到了他的《一种云

》，后来了解到其生平事迹，深深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并不能自拔。这里借用他的名篇标题作我的后记，自由地闲

扯一通。有些意气用事，但愿不会有亵渎之嫌吧！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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