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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训观摩会”侧记 原汁原味的美式案例教学 一位白发苍苍

的法官正襟危坐于台前，不露声色地倾听着控辩双方的发言

，不时下达言简意赅的指示。两边西装革履的检察官和律师

在庭上随意走动，轮流辩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随时反

戈一击，欲置对方于死地。这一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惯常所

见的好来坞影片所展示的法庭庭审之中。然而，台下的观众

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律师。 这是中国律师杂志社与美国纽约

大学于2004年11月1日至2日在广州联合主办的“中美刑事辩

护律师培训观摩会”的典型场景。与以往理论研讨会及各种

培训课不同的是，这次培训观摩会见不到传统的专家讲大课

、老师念报告的方式，完全是原汁原味的美国式的案例教学

风格，三位美国专家干的全是老本行，以一个虚拟的抢劫案

为例展示原版的美国庭审。作为观众的100余位中国律师们所

需要作的就是两件事??用眼睛去看和带着大脑来提问。这一

切让当惯了培训专家角色的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

文昌律师深有感触：“两天的美式教学对庭审的过程描述得

非常具体、详细，体现了美方专家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

刻理念，这些技能在现有的教科书上无法学到。相比之下，

国内培训的方式、内容应该改进，律师最需要的是实际的操

作经验而非书本知识。然而，一次开先河的培训对于10万之

众的中国律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拓展这样的培训，让更多

的律师接受这种培训。所以，这次培训观摩会的结果不在其



本身，而是具有长远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在座的中国同行

们去推而广之。” 我国地方律协最年轻的会长、广东省律协

会长薛云华则对会议选择广州表示了感谢。他说，目前刑辩

工作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问题，律师刑辩业务在数量

和质量上都难以突破。如果作为律师基本业务的刑事业务不

发展，对于整个律师业务的发展都会不利，希望这次会议给

刑辩工作带来新的信息和研究方向。 三位美国专家同属于一

个法律职业共同体 这次授课的三位专家杰

德#8226.W#8226.Moscow）检察官、杰克#8226.柯恩是一个十

足的中国通，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盛赞三位专家

在两天的授课中表现得就像中国的“劳动模范”的同时，也

表示如果听课的中国律师对本次培训观摩不满意可以起诉他

本人。为此，中方主办者刘桂明打趣地说：“律师是一个不

断寻找答案的职业，以师傅传授的本领去起诉师傅是学生最

好的毕业作品。如果柯恩教授遭到起诉，根据美国律师不能

在中国出庭的中国法律规定，会有中国的一流律师田文昌为

他辩护。不过，从两天三位专家紧张辛苦的授课中，从观众

的美丽的笑脸上，我们知道，田文昌律师无法履职了。为此

，我们感谢年轻而富有魅力的柯恩教授；感谢温文尔雅、指

挥若定、调度有方的拉科夫法官，极具进攻本色；感谢准备

随时置对方于死地的莫斯科检察官，感谢声音宏亮而动听、

善于利用自己职业特色随时准备反击的利特曼律师；感谢为

中美法律交流架起桥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我的大学

同窗虞平和两天来用语言架起我们交往桥梁的耶鲁大学法学

院郭海妮博士；同时，还要感谢中山大学法学院杨建广、蔡

彦敏教授，他们不仅坚持听了两天课，还带来了几十名学生



，他们是中国法律未来的希望。” 自称为“对中国、对中国

法律、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有兴趣”的柯恩教授，第一次来

中国时，许多年轻的中国律师刚刚出生。他是美国著名外交

智库外交协会高级研究员、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是

美国乃至西方研究中国法律的先驱。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法

学院教授、副院长，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研

究中国的东亚法律研究中心。早在60年代，他即开始研究中

国的法律。1968年，他撰写了西方关于中国刑事法律程序的

第一本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程序：1949?1963》。该书

被美国作为研究中国刑事法律的经典著作。除学术兴趣外，

他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法律实践。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律

师职业，在中美和香港等地从事律师业务，还是最早的中国

国际仲裁委员会的外籍仲裁员之一，曾经受聘于四川省政府

法律顾问。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法律制度。

就像市场经济不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而又绝无副作用的灵

丹妙药一样，美国的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也不是通向人间天

堂的康庄大道，只是防止社会陷入专制腐败的人间地狱的防

火墙而已。所以，柯恩教授指出：“我们不是说服，而是介

绍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凭借美国的制度，使中国的律师反

思借鉴本国刑诉制度的优缺点。美国的保释、辩诉交易、证

人出庭、刑事证据、刑辩律师主动的创造性的工作等方面颇

值研究。希望中国律师有机会继续研究欧洲的、东方其他国

家的法律系统。 拉科夫法官代表控辩三位专家总结发言说：

“法官总是把最后发言的机会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三位都是

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广州。广州有中国最好吃的东西，还

有优秀的律师。中国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与精力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

中国的世纪。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有不少的强国，其历史

纪录负面的记载要多于正面的，而影响历史纪录的会有其国

家司法制度。通过与你们的交流，通过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内

心对于社会公益、司法公正的坚定信念；我确信，通过你们

的理想主义与努力工作，中国的司法制度在保持正义方面将

走在世界的前列。”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沃克首席法

官曾经指出，美国刑事制度的真义在于试图达到一种既能够

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尊重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力的平衡。美

国法律给人的印象是，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权更

重要；保持坏人，好像比保持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的清

规戒律，好象比打击罪犯的法律还要多。在这次会议上，一

位年轻的律师、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的陈辉律师也挺身发言

，建议美国在打击犯罪和沉默权方面借鉴汲取中国的经验。

美国专家微笑着答复说，这看来需要我们美国修改宪法了。 

值得告知大家的是，与会的地地道道、聚精会神、踊跃提问

的律师，都是中国律师杂志社协办单位的骨干律师和广东在

刑事业务领域富有经验的律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

与会者，更是见证者。见证中美法律的交流，见证中国律师

业的发展与繁荣。 知识可以获得，学问可以占有，然而成

长----每一个公民的成长、法律职业得的成长、法律制度的成

长、社会的成长都尚待过程。“9&#8226.11”之后，美国的

刑事制度由于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正受到重新审视。在

每一个法治国家，这种公开的审视与法律改革是一个自然的

渐进发展的过程。中国也正在进行同样的改革。 正如会议的

策划者和主持人、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刘桂明恰到好处地画



龙点睛：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新的理念将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带广州开始，明天的希望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美刑事辩护律师培训观摩会虽比不上毛泽东当年在广州开办

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那样

伟大，但其所起的风向标的作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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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