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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考试复习思路，一种是急功近利，老想走

捷径，找到一本自认为是好的复习参考书便死记硬背；另一

种是：注重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在准确

理解的基础上熟悉重要法律条文。 我们发现，个别考生多次

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及后来的统一司法考试，至今没

有考上。有些甚至已考了五次、六次甚至更多次。有的不但

没有考取，甚至成绩越考越差。我们认为，这些考生，不单

是复习的具体方法存在问题，而且在考试的目的及复习的大

方向、大思路方面也存在问题。 记得数年前曾有一个考生参

加完律师资格考试后，埋怨试题出得太怪、太偏，为此还特

地写信到报社，《南方周末》发表了这位考生的来信。记得

该考生举了一个例，题目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一个20岁的男

子看到一个女青年被一个流氓动手企图施暴，那男子抄起一

根木棍朝那流氓的头部就是一棍，结果那流氓当场死亡。该

男子的行为有五个选择：A，故意杀人罪；B，过失杀人罪

；C，故意伤害（致死）罪；D，正当防卫；E，防卫过当。

其标准答案是：A，故意杀人罪。 那考生看完标准答案后仍

然百思不得其解：分明是正当防卫，顶多属于防卫过当，但

怎么也构不成故意杀人。他怎么也想不通，因而认为考试的

试题有故意刁难之嫌。 其实，这位考生的心态已经充分反映

出其法理功底实在太欠缺了。实际上，这道题目涉及好几个

刑法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犯



罪的基本特征及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与故意杀人的区别、罪名的正确表述等。那位考生如选

择“正当防卫”，说明他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犯

罪基本特征等理论问题已基本掌握，但对正当防卫的构成和

条件没有完全掌握。如果他选择“防卫过当”，则说明其对

正当防卫的构成和条件已基本掌握，但对罪名的正确表述没

有掌握。只因这一点，很遗憾，他与“真理”擦肩而过??因

为防卫过当按照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其承担刑事责任

的罪名恰恰就是“故意杀人”，防卫过当只是一个量刑的具

体情节，其本身并不是罪名。所以，正确答案是A，故意杀

人罪。 可见，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弄懂法学基本理论，而是死

记硬背法律条文，即使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即使开卷考试，

允许查找法律条文，也未必能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考过关。

或者进一步讲，即使侥幸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也未必能成

为合格的法律职业者，其结果可能只是“认字不认法”。从

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目前我国报考司法资格考试的条件比

起发达国家还是偏松了些、律师从业门槛相对还是偏低了些

。 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即法律没有本科，更没有

专科，甚至也没有硕士。从华人律师张晓武《我在美国做律

师》一书中可以看出，在美国要读法学博士，必须首先获取

其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凭，然后才能攻读法学博士。我想

法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是有道理的。据了解，北京大

学等著名高等院校正在提高法律教育的档次，2000年北大法

学研究生招生首次超过本科生。这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

大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正确的复习方法，应当注重对法

学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熟记



有关法律规定，再在此基础上，学会正确运用法律。我想，

只要法学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弄通弄透，不可能会存在三年

考不上的现象。在具体复习过程中，不能仅仅将目光盯在法

律条文上，也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考试大纲上，而应将学习

的思路开阔一些，将思考的法学理论、原理深入些。特别是

一些重要的基本教科书，如《刑法学》、《民法学》、《商

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

讼法学》等，一定要花功夫学透，务求理解透切，务求做到

“重点吃够，难点吃透”。在此基础上再去学习具体的法律

、法规，不但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而且也有利于法

律素养的真正提高，有利于今后的律师执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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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