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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边缘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法律人”，当然前提是如果把

法律人定义为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或是只要是搞法律

的人的话，说半路出家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符合我国传统教育

模式，传统法学人才的成长模式应是高中毕业后考上法学本

科（虽然这一点和美国不同，美国的法律人的成长模式应是

先有一个学位之后才能进入法学院进研习法学），然后再是

硕士、博士。而我在高中时对于法学到是没有什么兴趣可言

，倒是对于语言很喜欢，特别是对于英语（当时称为外语，

后来才知道外语除了英语还有日语、法语及德语等等）很是

喜欢，记得在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英语地学习

，说起来对于英语的学习的兴趣培养甚是可笑，是为了教其

他的和我一样的小孩子，当自己说出某个单词时看到他们很

茫然的表情就暗自得意，一副老大唯我独尊的样子，为了能

持续的保持这种虚荣心，我就不满足于只是让哥（后来哥在

我的影响下竟也成了法律人，不能说人生真得很怪，我在哥

的影响下喜欢上英语而若干年后哥又在我的影响下喜欢上法

学，看来真得是相互影响呀。）读一个自己死记一个单词的

心理，我自己就想要是自己能读这些单词多好呀，所以就在

一个冬天的晚上在炉子旁边哥教会了我英语的音标，然后就

自己可以直接看音标读单词了，所以从那时起对于英语的兴

趣就开始了，所以到现在我认为我喜欢英语胜过其他任何一

门学科。 但事情往往是与自己希望发展背道而驰了，考大学



时学校有保送名额，而自己当时正好符合保送的条件，因此

就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上了大学，（其实现在想想有点遗憾，

一个人没有参加过高考是不能说真得受过磨练的。）记得当

时在保送生中还是要考试的，当时在超水平发挥的情况下具

然考了本市的第一，因此当时自以为能够上外语系了，但由

于种种原因，结果事与愿违，成了历史系的学生，由此就带

着一百个不愿意成了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在当时看来学历史

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所以对于历史一直没有什么浓厚的兴趣

，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但是现在想想历史对于自己的

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研习法学如果不懂史学无疑于像一个完

整的人少了其灵魂。（我认为法史学是法的灵魂，只有通过

研究法的历史，才能把握法的整个体系，另法的发展历史与

当时社会背景联系极为密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么

研习法学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当然个别情况又应当有所别论

。）记得大一时就开始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很沉旧的法律书（

为什么去借法律书籍是因为经常看到弱者被欺侮，当时想如

果自己在法院工作就可以为那些受到欺侮的人伸张正义，当

然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我上的本科院校是没有法

律专业的，因此关于法律方面的书也很少，即使有，看起来

也很破了。），至今书名记得都很清楚，常怡（我国著名的

法学家）老先生编写的《民事诉讼法》，当时一下被书中的

内容吸引住了，哦，除了历史之外，还有这么有趣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产生纠纷时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

，而平常所说的“打官司”也就是诉讼了，也知道了什么是

程序法、实体法了，当时感觉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深深

地被法学的深奥所吸引住了，“爱屋及乌”嘛，所以对于这



本书的常怡老先生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想看一看写书的这个

人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后来再上学时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常

怡老先生，还数次听过老先生的报告，至今仍为先生那敏捷

的思维而感到惊讶，（记得在在我上学时常老先生已年过六

十，但是有时却像小孩子一样走在大街上把上衣很随便地搭

在肩上，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行走，现在想想真是佩服常老先

生的洒脱。）后来又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书，那

些书虽然很老，可是影响却是很大的，它一方面转移我因为

对没有上成英语系而不满的注意力，也为以后的研习法学打

下了一个良好地基础。记得大学四年，看法学之类的书比看

史学著作的时间都还要多，所以自己在上大学时并不是一个

好学生，专业课总是勉强过关，也没有拿过什么奖学金，唯

一骄傲的就算是英语成绩了。到了大三下半学期准备考研了

，自己当然选择了考法学方面的研究生，但是很不幸竟在总

分名次靠前而一门专业课即法理学考了59分而没有过关，就

这样学习法学就成了一个梦。(待续)2月19 毕业后，在一个中

学当了高中历史老师，“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于法学仍然

难以割舍那份感情，所以就在毕业的当年又考，由于受当时

报名条件的限制，（比如报名要档案管理部门同意，那时要

取得同意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考研报名也没有报上，而

后来有一个很巧的机会有一个学校对全国招生法学第二学位

，且对于报名条件要求不是很严，因此就偷偷地报了名，结

果也很幸运地考上了，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学习法学了，而

且是在一个全国有名的学校研习法学，所以对于自己来说是

很满足了。 记得在学校的那二年，同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

学习环境，所以大家学习也都很认真，记得班级中当时谈恋



爱的很少，大都天天来去匆匆，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几乎

每一个同学都把这句话记在了心中。所以我们那一级的同学

专业课大抵还是不错的，后来就业也很不错，好像最不好的

是去一个市的劳动局（相对来说），其他的都还算可以了。

而自己呢？也来到了一所大学教书，也因此从一名中学教书

匠变成了一名大学教书匠，记得进大学时教的课很杂，什么

课都教，从行政法到律师制度再到国际经济法等都教过，大

家都知道，法学的知识很广泛，即使一生都研究一个学科里

面的一个小的分支，也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何况是若干不同

部门法的分支呢？所以自己的专业方向一直找不到，有时想

专心研究一个方向，可惜还没有入门下个学期的课又变了，

所以方向也一直变来变去，不知道学什么才好，有句话不是

叫寓教于学嘛？这样怎么才能教好学呀？总不能误人子弟吧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处理好自

己的专业方向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全国大部分学校的

法学教师这个问题都不一定处理得很好，因为你所任教的学

科也并不一定是你所擅长的学科。）可最为严峻的问题来了

，什么才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人如果没有一个方向作指引，

怎么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所以寻找方向就成了一个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起初自己是学民法的，一直也对民法怀有

浓厚的兴趣，因为民法是与自己身边的事情联系很密切，比

如什么人身、财产之类的，但是随着视野的一步步扩大，发

现自己并不适合民法的研究，因为一方面民法学包括的范围

很广，另一方面研究民法学需要很强大的资源支持，而自己

所在的学校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有时想看一些书总是看

不到，想交流而总是苦于无人，所以慢慢地感觉研究民法很



是吃力（我敢说现在其实没一个专家说自己是完全懂民法的

，最多只能说是懂民法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有时某专家说

我是搞民法的等等，的确是有点夸大自己了，当然这里面也

许有习惯说法的因素。），民法不行，那么什么才是自己的

方向呢？呈常常陷于苦恼之中，半夜惊醒，竟是因为找不到

方向，唉，我犹如在大海上迷路的一艘小船找不到方向来陷

于恐惧之中，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呀？(待续）小卒于06

年2月20日晚 没有目标的日子是苦恼的，我犹如迷失方向的小

鸟再也找不到方向，在法学这片古老而广阔且神秘的森林中

飞来飞去，痛苦也时常伴随我，但是毕竟我不想就这样凑合

地过下去，或许摆脱痛苦的方式就是尽快找到自己的方向，

因此就开始了寻找自己的方向。 近两年，随着网络的普及，

即使在大山深处的消息也能通过互联网传播，所以社会上的

一些?暗面也就显现出来，而作为一个法律人，对此不应该是

无动于终的，因此我就开始着手身边的法律的研究，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暗面的存在？而在思考的过程中对于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由于自己以

前是学史学的，因此思考起来更有的放矢了，“书到用时方

恨少”，到那时才感觉自己读的书太少了，因此就开始借一

些关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背景的书来看，慢慢地，兴趣就开

始了转移，从实体法的学习转向到了法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研

究（当然这里也有实体法让人失望的原因），比如法是什么

？法的起源？法治的思考？而新兴起的调查研究更是对于研

习法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实证研究比起闭门造车的研究

方法来有说服力的多，而去年国庆节的乡土调查更是坚定了

自己以后研究法学的方向问题，关心身边的事，让“法律如



何平民化”，更是以后研究的一个方向。虽时光如水，不知

不觉间从学法律到现在，十年光阴已过去了，回首往事，竟

然不曾发现对于法律抑或法学做过什么贡献，便暗自羞愧不

已，作为一个法律人这真是最大的讽刺，时间依然在悄悄地

流走，而我又能为法律抑或法学做点什么呢？难道只是在那

边缘游走吗？或许若干年后，再打开自己的这篇随笔，会发

现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吾期待于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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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