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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教授于2000年10月9日为北大法学院00级新生所作的迎新讲

座，由法学院本科生王力同学整理成文。贺教授作了一些文

字上的修改。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加了小标题若干。开场

白 今天能受到团委和法学社的邀请，来做这次迎新讲座，我

觉得非常荣幸。每年能够迎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

，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年，可以说是大学教师生活最有

乐趣的方面之一。题外话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自己很幸运，

生在中国的一个有大学的年代。我们的大学是一百多年前从

西方借鉴过来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是没有大学的，只有私

塾和书院。书院并不是一种大学，它不分科系；而大学是分

科系的，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创造。有大学的时代使得有一

些既不擅长当官又不愿意种地的人可以一辈子以一种闲散的

风格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小时侯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事这样

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一辈子读书，又有人发工资（笑）。

我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了，既能读书又有人发工资，而且发得

还不低。按照江青的说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们居

然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但在中国古代，像我这样既不适合做

官，又做不了生意，还不喜欢种地的人，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参加科举考试，成功了去

做官，无论适合不适合。其实有许多人根本不适合做官。例

如蒲松龄老先生，他天生就应当到中文系学习，或者到新闻

系，毕业之后在中文系教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业余时间写



点小说（笑）。可是没有大学，他只好不断参加科举考试，

想去做官。这个老贡生是个范进似的人物，一次一次都失败

了，最后，算了，老子不干了，写小说去。所以，中国古代

没有真正职业的小说家，都是科举考试不成功，没办法了，

做一点小说家流。这样一个社会真是不好。而我们现在生活

的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有大学是我们时代最让人欢喜的一个

特点。 大家都是新生。现在法律专业学生中男女生比例似乎

有些失调。我听说00级本科生里的女生占了将近三分之二，

特别吃惊。我22年前上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时，法律专业中的

女生只占七分之一，所以女生格外受青睐，地位特别高，本

来嘛，资源稀缺，物以稀为贵。经济学上的规律叫供求关系

，供应量太少，而需求量太大，追求的人一定会很多，价格

就必然上涨。现在女生多了，对女生未必是一件好事，不过

，对男生却是一件好事（笑）。当然，对未来法律的发展可

能也是件好事。因为两千多年来，法律一直反映了男人的声

音，男人的声音是法律发展制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

的主旋律，就象科举考试一样，女人是不允许参加的，只有

男人才能去做官，能够在大堂上一拍板子，高喊“大胆”的

没有一次是女声。西方法律发展史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你们知道，过去一直由九个老男人执掌着；现在有了

两个老女人，七个老男人加两个老女人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法

制（笑）。但是男人仍然占多数。美国的法学院里女生通常

占1/3左右。我们这儿可不得了。近代以来，我们在妇女解放

方面向来不落人后。当然，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受到欺压。有

这样一个故事，古代的一对夫妻吵架，男人气冲冲地说：“

按照周礼，你这样的人我早就休了！”太太说：“请问我的



老公，周礼是何人制定？”丈夫不无自豪地说：“当然是周

公所制。”太太回答：“是啊，如果是周婆制定的话，是我

休了你！”（笑）也许法律的发展，女性能够有更多机会在

法律里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从事法律职业的女同学越

来越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现在的比例已足够了，再多的

话，以后的法律发展史就是一部男人受欺压的历史了（笑）

。你应该怎样学法律 以上是一些题外话。今天的时间比较从

容，我想和大家做点交流，谈一谈作为一个新入学的学生，

作为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应当怎样去学习法律，怎样能

够在毕业之后不觉得自己这四年没有白过。实际上，对于这

个问题，我自己也没什么经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一

个单科大学的毕业生，不像你们。你们太幸运了，高中毕业

后考入这样一个伟大的综合性大学，我当年就没这么幸运了

。当时只有几个学校招法律系的学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后来改名西南政法大学。我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报考法律，我当时并没有报法律，报的

是山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个作家。我

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第一届招生，宣传力度不够，结果

在我们那里报考者上线的人数还没有招的人多，很幸运，我

的考分超过了重点线，就被作为重点院校的西南政法学院抓

过去了。人生的命运真是很难捉摸。如果当时真到了山东师

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很可能到一个中学里当老师，我相

信我会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语文老师，经常在本地的报屁股

上发表一些小资情调的散文（笑），大约不可能有今天。当

然你们也许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因为你们的学习成绩非常优

秀，所以毫不犹豫就报考了北大而且是法学院，最终又金榜



题名，这是你们最大的幸福。 不同的不仅是学校；我读书时

所学的东西也跟今天大不相同了。我们当时上法理课，老师

推荐一本教材，是工农兵大学生编的，教材里经常提到华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无产阶级专政、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灌输的是这些东西，真正

的知识学不到。我从大三开始才省悟到不能陷在教科书里，

应该多读些有价值的书。于是，在一个好心的图书管理员的

关照下，大三时读了许多好书，也引发了对西方法律、西方

历史的兴趣。后来考的是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大家知

道，佳能公司的商标是canon，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的一种

法律，叫canon law，是天主教会制定出的法律，我的硕士毕

业论文写的就是那个。最近几年才转为对中国现实制度的研

究。 大学的第一年需要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不必过分地去

记忆，什么东西都要搞清楚。几年前，我面对着与你们一样

刚从高中毕业、有人戏称为高四的97级同学时，觉得给他们

讲法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法律这门学科涉及到许多问题

，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科学。中学教育已给大家灌输了许

多真理性的东西，都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

，一切都要去重新理解，而不是去背诵。当然，法律专业所

学的许多东西对于刚刚从高中毕业的人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

的。比如说，婚姻法里规定离婚的条件时说“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请问同学们，什么叫“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我跟

你们一样，读大学时不理解婚姻法，实习时偏偏派我去处理

婚姻纠纷。可以想象，那真是一场灾难对我是一场灾难，对

当事人更是一场灾难。我耐心地听夫妻俩讲他们的生活，讲

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我不懂，只朦朦胧胧意识到一点，但是



不深刻。只有人在相当成熟、有了婚姻经验并且对婚姻有相

当的观察之后，才能理解什么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

以，你们会发现，在美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法律系学

生，因为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读法律，必须有一张大学文凭

才能上法学院。可以想象，有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就结了婚，

再读法律时，对人生的幸福、社会制度的设计等的理解力就

会强得多。对我们这样的大一学生来说，有许多问题的确比

较难以理解。有同学曾经对我说，老师你推荐给我们读的书

每个字我都认识，每句话我也读得下来，但整句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显示了什么呢？这是一个知识背景的问

题。要读懂一本书，必须理解书背后的一种知识的积累。这

种知识的积累甚至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有许多著作，回答

的都是两千年前古希腊的那个老哲学家柏拉图先生提出来的

问题。两千年人们的论证，两千年的学术积累，最后结出一

朵朵小小的花儿开在你们的法理学教科书里，要你们一下子

去理解，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不理解也不要着急，慢慢的，

随着逐渐的累积，你会理解这些东西。 我觉得人在大学里的

心态最重要的就是从容，尤其是一二年级的时候。也不要太

在意成绩。我的同学中在学术界干得最好的几个，都是在大

学里成绩刚刚及格的人。我还有个同学，四年下来成绩全优

。但是，后来并没有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当然，他在实务部

门干得也很好。观察学术界，你会发现，有创见的人很少有

那种过分循规蹈矩、过分重视大学时的课程成绩的。当然有

些时候成绩与某些利益相关，比如申请奖学金，比如将来推

荐报送研究生，这是让人很无奈的。但是大体来讲，现在的

教育制度在调整，老师在改变，不会只根据你背诵的功夫，



还要根据你是否有自己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来判分。 我也

许应该强调一下，作为北大的学生，进入这个学校后，你首

先应该去阅读和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这个学校出现过哪些

伟大学者，它如何变为今天这样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它的教

育哲学是什么，等等。胡适先生在校园里没有塑像，因为他

当了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后来又死在台湾；但是他一生

念念不忘的是北京大学（他虽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但

在北大任教，在北大当校长，在北大名满天下，所有对北大

充满了感情），无论走到哪儿，一说起北大，他一定要说“

我们北大”。本校的一位老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

”的采访时说：“我这一辈子很满足。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是

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海淀，海淀最好的地方是未名湖畔

，我能在未名湖畔生活一辈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未名湖畔的美，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景观，还在于那些伟大的

学问家、思想家，是他们铸造了这所学校的伟大风范和伟大

品格。前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大家都在争夺对北大精神的解

释权。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有人解释说，是爱国主义，这是

第一位的，然后是民主、进步；也有不同的见解，我就不同

意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我认为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对学术

自由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倡导，这是这个学校最伟大的传统。

我们法学楼门前立着一座雕像：马寅初先生，他就是这种精

神的示范者之一。五十年代初，在毛主席倡导的“人多力量

大”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马老校长公然明确地提出

与官方不一致主张，提出所谓的“马氏人口说”，认为“人

多力量大”是错误的，人多消费多才是正确的。在被打倒之

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开头就说，真理是需要辩论的，是



需要对方说话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确地知道，你们要封住

我的口，不许我说话。但是，我该说的话，只要一有机会，

我还是要表达出来。就是这样一种人格魅力，一种追求自由

的精神，一种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我们的学校得以立世的

最重要的资本。 大学独立、大学自治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传

到中国后，它的发育并不容易。中国有悠久的读书做官的传

统，而且是政教合一的，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

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也可以两边躲藏得

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堂里；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

王的庇护。所以他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天主教会、罗马

教廷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抗衡世俗权力的一个精神组织，这

种精神组织对于西方的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强有

力的一个制度因素。不像我们这儿，自古以来，“一经圣人

口，议论安敢到？”刚才我说的李贽，李贽有一个罪名叫“

非圣”，对我的老乡孔子的有关学说提出置疑，不赞成孔子

的学说，这就是非圣。但是，赞成或不赞成孔子的学说由谁

来判断？这是个问题。在传统社会，照例是由世俗权力最高

的人来解释的。今天，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仍然重要。我

们宪法规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

列宁主义，可是，一种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谁说了算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两千年来一直是皇

帝说了算，皇帝说你非圣你就非圣，没有辩护的余地，在这

样一种传统下，说实话，大学要获得一种生存的真正空间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最古老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当政教分离时，教会管一个人的精神，世俗的政府只管一

个人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在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国王的权



力不能进入。有一种说法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大学就是这样。大学的神圣的殿堂，绝对不容许任何世俗

势力指手划脚，不允许它干涉一个学者的思想自由。一个学

者的思想自由是他得于立世的最根本点，如果没有这个自由

，学者便成为行尸走肉。说老实话，学者不怕吃不好，不怕

住小房子，不怕坐大汽车，怕没有自由。可能你们听说过哈

佛大学的校长不买美国总统帐的故事，那个故事典型地体现

了大学的尊荣和面对世俗政府的高贵。 我虽然不是北大毕业

生，但很早就对胡适校长、对蔡元培校长感兴趣，不断阅读

了许多北大学者的著作，知道不少老辈学者的事迹，我觉得

这样的精神最让我感动，所以，当后来有一个机会调过来的

时候，自己真是觉得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不仅仅是有了一个饭

碗，而是一个灵魂的归宿。自己感觉到，一辈子能在北大生

活，我心已足！有一本书叫《最好的辩护》，是哈佛法学院

的一个教授叫德肖维茨写的，他在书里写道，在美国，最好

的职位是什么？是哈佛法学院教授。我们的法制没有美国那

么发达，收入没有美国法学院教授那么高，但是我可以说，

北大法学院教授这个位置，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的

位置（笑，掌声）不用再加上“之一”。我想，我们每一个

进入北大的人，对我们来说首先要上的一课是这样一课，使

我们成为这个精神家园中的一个成员。从入学开始，你们就

注定有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北大毕业生，北大的校友

，按照美国的惯例，你们的名字后面会加上“04”，表示你

们是04年毕业的这届学生。这是一个标志，可以说一入这个

门，就跟这所大学有了不解之缘，你们今后的路还很长，不

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校园里，但是我们每个



人都要体现出这个校园中生生不息，延续百年的一种精神，

这是我们第一课里应当学到的。我学法律的体会 下面谈谈过

去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我现在仍处于学习过程中，活到老

学到老，自己也常感到一种危机感，感到做教师的压力。我

原来以为一辈子读书、拿工资就行了，搞了半天还要发表文

章，每年还要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论文还要有一定规范性，

下边有一些外文注释才算好文章，压力也很大。现在有些方

面的压力已经没有了，比如评职称，因为已经到顶了，我打

电话给我妈妈说：“我评上教授了。”我妈说：“还能往上

吗？”我说：“不行了，已经到顶了。”老太太说：“人还

不到四十就到顶了，就没得可追求了。”这是她不能理解的

一件事情。这样一种职业，还有一种压力，要求你不断创新

，要有一种追求，比如给你们作过报告的朱苏力教授，他真

正是一个学术上有追求的人，有一种创新精神，写文章也特

别漂亮，我有时感觉：“怎么跟这样的一个同事在一起！”

（笑） 那天的开学典礼上让我作为教师代表讲话，我强调了

两点：一是要意识到法律学术是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你要

了解两千年来的法律学术是怎么回事，要用有限的四年时间

，真正地把握其内在精神，要成为一个法律人。我们法学院

教育的目的是，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学会thinking like a lawyer，

如何像法律家那样去思考问题？法律家是怎样思考的？我这

段时间给研究生讲课，讲的就是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

究竟是依什么治国？就是依在座的各位，你们将来就是治国

之才，你们将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意味着你们在

法学院里所学到的这套思考问题的方式，学习到的这套概念

、理论，它对社会有一种调整作用，你们用的是这种东西去



调整社会，而这种东西的历史绝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古罗

马人创造了伟大灿烂的法律文明；中世纪人类最早的大学只

有三个系：哲学系、医学系和法学系；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

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就是一所法律学校。许多人学了

几何、逻辑、修辞等学问以后到波洛尼亚大学来学习法律。

法律是调解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用一套经过数千年构筑起来

的人为的知识来改造社会、调整社会。但是，请注意，法律

首先是一个饭碗，我们学法律，也许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腔热

情地报国报民，或许首先不是这个，而是律师收入比较高。

做一个律师，打官司、诉讼、在法庭上慷慨陈辞，下来后腰

包滚圆，凭什么人家给你这么多钱？凭什么一场诉讼人们就

给你二十万、三十万，有人打一场官司就能买一幢房子？凭

的我们所学的这套知识无法普及到整个社会，无法让每个人

都成为自己的律师，只有我们才能担任律师工作。我们掌握

的是什么？是特殊的知识，是一个很难普及的学科。请看我

们所使用的语言，将来你们会学到一大堆一大堆怪头怪脑的

词汇，人家叫“老公老婆”，你偏要叫“配偶双方”（笑）

，还有配偶权；人家说bar是喝酒的地方，我们说bar就是律师

界；我们平常有一些怪怪的词汇，比如说无罪推定，老百姓

不理解，有人写文章，称“林彪、四人帮对人民实行法西斯

专政，大搞无罪推定！”他理解错了。还有善意买受，一年

级的同学问我什么叫善意买受人、恶意买受人。一个人在自

行车市场上花30块钱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说这是恶

意买受，为什么呢？因为依据常识，30块钱是不可能买到一

辆新车的，你居然买到了，这是你有意识地买赃物，这肯定

是在帮助销赃嘛。你这种财产权也是不受保护的，这里的善



意、恶意跟道德家讲的很不一样。还有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禁治产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人连“上诉”都不知道，

东北某法院的审判长说：“如若不服本判决，可以上诉至本

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当事人问：“审判长，你让我上那棵

树啊？”（笑） 这些概念太多了，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制

发达国家，法律家所使用的概念体系跟日常语言之间也有很

大差距。正是因为对这样一套语言、对这样一套知识及其背

后的制度和理念的把握，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法律人。法律人

因此可以交流，而且交流的成本降低了，交流的准确性提高

了。大家一见面，“我看你的要约有问题，你那里边有点诈

欺的意思，所以可能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救济”。我们说得很

清楚，都没有什么误解，可要是有个外行人在旁边听了，就

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说的什么东西啊？我又不是灾民

，要什么救济呀？他不知道法律救济是法律上采取的相关措

施。这一套语言是我们的饭碗，也是我们的学问得以精确化

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无论是法官、律师、检察官，都要到

法庭上去辩论或作出决策。如果法官、律师、检察官没有受

过共同背景的训练，那法庭就乱了，就会相互之间“秀才遇

到兵，有理说不清”了。要是法官听不懂什么是善意买受人

，那就很可怕了。所以，这是我们法律人必须领悟把握的一

套伟大的知识传统。 总的来说，我们要理解法律知识的传统

，这是经过四年的教育后首先或最基本的要求，以后分析问

题时，要thinking like a lawyer， 你就是一个lawyer。我最近写

了篇文章分析一个事件，就是在追求thinking like a lawyer这个

境界。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重庆有个28岁的年轻人，

叫唐卫江，他到朋友家玩时看到朋友新买的佳能打印机，这



台打印机附送了一个宣传品，上面是“百变赵薇”，就是那

个演小燕子的演员，佳能公司选她做形象大使。唐卫江觉得

这个挺好的，就借回去看。他回家后仔细一看，不对，有问

题，上面写道：赵薇出访过的国家：中国、台湾、香港。问

题严重了，唐卫江怒不可遏，这不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污辱

吗？这不是公然分裂中国吗？搞一中一台，还有一港！唐卫

江先生拍拍屁股就到了重庆晚报社。编辑可能也觉得抓到了

一个大题材，他们第二天就刊登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并且

配发了题为“国家尊严无小事”的社论，愤怒谴责佳能（香

港）公司这种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报纸出版后，这

起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表达对唐卫江行为的赞

赏。不久重庆律师界有几位著名律师站出来，声援唐卫江，

要免费为他打这场官司，起诉佳能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同时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果然，唐卫江开始

筹划着提起诉讼，他向记者称要代表中国人民打这场官司，

提出的诉讼请求有四项，第一，立即向全体中国人民赔礼道

歉；第二，立即停止发送光盘；第三，立即销毁已有光盘；

第四，赔偿1亿元人民币，作为对中国人民损害的补偿，同时

他表示要把这一亿元人民币捐献出来建一百所希望小学。《

北京青年报》等报纸都登了，我那天上网一查，简直可以说

是遍地开花，各地媒体都加入了报道的行列。各地的人都觉

得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然而，我仔细想了一下，think like a

lawyer地想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事件有点问题，所以写了一篇

文章，叫《一桩热门事件，三点理性建言》，发表在“北大

法律信息网”上，后来又刊登在《检察日报》上。我说看了

这个事件后，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有种激动，我对唐卫江



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但是，既然唐卫江先生说要用严格的法

律程序跟佳能公司讨个说法，那么，我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

人，从法律的角度去想一想，结果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发现法律问题还不少，姑且写出来，以便有关人士及决策

者更周全地更妥帖地处理此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

一个是，唐卫江有权利起诉吗？他有没有当原告的资格，或

者说，他是不是“适格”的原告？从小的层面上说，你是在

朋友那儿拿的光盘，是你朋友买的打印机，所以，是你朋友

与佳能公司有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关系，你没有。你从人

家那儿拿个盘过来就起诉啊？那我也去拿一拿好不好？大家

都找一张这种盘，然后都去起诉，都索赔一亿元，那结果会

怎样呢？可以说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诉讼后民族繁

荣富强（笑）。法律上讲究，一个人要起诉，必须是利益的

直接相关者，也就是说，诉讼中你的利益一定在里边，你一

定与被告人利害攸关，否则法院不受理你的起诉。因为在诉

讼中你可以使一些权利如变更诉讼请求，与被告和解等。所

以首先你没有这个资格。 从大的层面上说，你说你代表受伤

害的中国人民，谁让你代表的？法律上的代表不是中央领导

那样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就能代表了。诉讼中的代表需要

有一个推选程序，受伤害的中国人民一起来推选才行，而且

在民诉法中说，一方当事人数不确定时，叫“当事人一方人

数众多的诉讼”，这时法院要求把人数确定下来，其方法是

在报纸上登公告，一定期限内利益相关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

法院有关单位登记，登记之后才是诉讼当事人，否则不是。

而这个事件发生后，既没有经过推举程序，也没有经过公告

登记程序，唐卫江先生如何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呢？ 第二个问



题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性质？唐卫江非常愤怒，律师们

也跟着愤怒，律师们说：“这不仅仅是法律事件，而且是一

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是对中国人民尊严的侵犯，对中国人

民情感的污辱。”这里的调子倒是抬得挺高，容易引起人们

的激愤，但是最大的坏处是，若是政治问题，则法官无法处

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有很大差别，它是一种大是大非、

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绝不让步、寸土必争的问题；但是法

律上处理任何案件，都有一个可能的妥协让步，尤其是民事

案件，有什么大是大非呀？被告跟原告说，你要80万太多了

，我最多给你40万。原告那边说，40万？没门儿！少一分也

不干！法官说：不要争了，我提个建议，60万如何啊？（笑

）双方一考虑，好吧，60万就60万吧，于是双方达成妥协。

这就是民事诉讼方面经常所说的优势证据、调解原则等，有

什么是非呀？说这件事是政治问题，势必将法官推到一个尴

尬的境地，唐卫江先生说：这个案件，如果法官判决我胜诉

，以后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时就会注意中国人民的感情；如

果法院判决我败诉，外国人今后到中国来就会更加猖狂！就

会更多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我们制造混乱，使我们重新回到清

朝受外国人欺侮的状态！好家伙，法官遇到这种案件可真是

没法判了两条路，一条上写着“爱国主义”，一条上写着“

卖国主义”，法官还有选择余地么？这不是法官判案，是唐

卫江先生已经把案给判了，法官只能就范，这是何方道理？

所以把这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反而搞乱套了，搞得法官没法判

了。 第三个方面，这一亿元的诉讼请求是怎么出来的？唐卫

江说：我也没经过什么精确计算，反正算它一台机器三千、

五千块钱吧，有些还上万呢，要是彻底一点，应该所有财产



都没收了，他们侮辱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就是代价！说得咬

牙切齿。然而，我觉得诉讼请求还是该经过一个合理计算，

狮子大开口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亿元，看上来很大，法院

可能从未判过这么大的数目，但是，他说这一亿元作为中国

人民受到感情伤害的补偿，我一算，坏了，中国人大陆外加

上港澳台，少说也有14亿人口，1亿除以14亿，每个人才区

区7分钱！这才真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侮辱，是在伤口又撒了

一把盐。我本来就受到了伤害，你说：给你7分钱补偿一下（

笑），这不明摆着欺人太甚么？另外，唐卫江又说要用这一

亿块钱建五百所希望小学，我说你没这个权利，你仅仅是诉

讼代表人，而诉讼获得的收益是在全体当事人中间分配的，

你说捐给希望小学你就捐啦？这是你的钱啊？你作为代表人

打了官司这钱就都成你的啦？这7分钱我还要呢（笑）。 按

说，唐卫江是一个没学过法律的人，他提出这类不符合法律

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奇怪的是，为什么那几位优秀律师也

不冷静地想一想其中的法理？也许大家听我说这些的时候感

到心里有点憋，似乎我把解决问题的路都给堵死了。其实我

们说它是政治问题时，并不是说它不能解决，中国政府完全

可以跟日本政府方面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可以提出照会，

可以表示遗憾，可以表示抗议，可以表示强烈抗议，可以降

低甚至断绝外交关系，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诉诸武力。政

治上的事情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法律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

毫无理性地乱来一气，那就不是搞法律。好的法律人应为“

博雅之士” 上面我们谈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学生在专业方

面的训练。法律之外，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还应该努力把自

己塑造成一个“博雅之士”。四年之中，你会受到一种精神



的熏染，最后，当你走出校园时，你会变成很不一样的人，

从外观气质、内在修养，各个方面都变得不一样，这种不一

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学教育的功绩。当然，不看一本书，偶

尔听听课，在未名湖畔谈谈恋爱，四年之后也会改变，也会

变得俨然有斯文之气（笑），但是我们不该这样过这四年，

还是该经常地、认真地读一些书，开学典礼上我也说过，不

仅仅要听法学院的课，还要有效地利用我们综合性大学的优

势，多听点外系的课，比如西方艺术史、电影艺术鉴赏这样

的课。百年纪念讲堂时常有交响音乐会，听听交响乐，领略

一下最高层次的交响乐团演绎的贝多芬，在听《田园》时想

着田园风光，听《命运》时想着贝多芬这个命途多舛的艺术

家怎样与命运抗争，怎么写出那么美好的音乐。《第九交响

乐》，那是圣灵的感召，人类要走上大同，要有更多的和平

而不是战争，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要有一种大同的理想

，不要在人间制造仇恨，我们要追求人类的和平，相互的理

解。我们不能想像贝多芬在写《第九》时耳朵全聋了，而且

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亲自担任指挥演奏完《第九交响乐

》之后，下面欢声雷动，大家都在鼓掌，贝多芬却一点都听

不到，旁边的人提醒音乐家：“你应该向大家致意，大家都

在鼓掌。”贝多芬转过身来，现场的人们看到音乐家满脸淌

着的泪水。这种伟大的作品，让你感到人生的崇高。胡适老

校长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朽》，人怎么才能不朽？不见得我

们都去创造贝多芬那样的伟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

让自己不朽的方式，那就是为社会做出某种贡献，这就足够

了。你会在这个世界中领略许多美好的东西。蔡元培校长说

：“要以美育代宗教”。我们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容易让我



们感受到宗教式的伟大，我们应该看看画展，看看其他的艺

术作品。我一直主张，北大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的

师生提供更好的精神修养环境。一百多年来，北大历史上有

多少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艺术家和学问家，他们的书法墨

宝，他们的著作手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个很大的陈列馆

把它们陈列出来，让人们来以后都可以看到：“哎呀，你看

胡适校长写的一封信。”看着先贤的手迹，会睹物思人，会

感受到一种精神风范。孟子讲“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

之气是怎么养出来的？在家养鸟种花行吗？不行，靠的是读

书、听音乐、看展览和其他一些富于意义的活动。没有这些

东西，一个人的人格就不会获得真正的提升。 对于学习法律

的人来说，追求博雅境界还有职业意义上的效果。一个只懂

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他需要拓展自己

的知识视野，他要读许多东西，例如莎士比亚，通过莎士比

亚的戏剧可以领悟到许多人的道理，人生本身的悲剧，像哈

姆雷特这样的角色，他体现的不仅仅是戏剧里的一个表浅的

人物，他揭示的是人生的深刻的悲剧和内在的冲突；陀斯妥

那夫斯基的小说里提示的对法律正义性的追问，那是值得我

们去思考的；卡夫卡的《审判》，可以揭示出法律的某种荒

诞；狄更斯说法律诉讼是人类的一种灾难。我们搞法律的人

也许应该跳出来一点，读一读这些文学家的东西，文学家往

往是社会里感受力、领悟力最高的一个群体，“春江水暖鸭

先知”，文学家的脚总是在水底下游动，他对这个社会中的

疾苦体悟得最快。所以，读文学作品实际上是理解一个社会

、理解一种人性，最终对于我们的专业工作会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出一定的精力去读这些伟大的文



学作品。我们还应当去读一些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一

些原著，不要过多地读一些二手资料；二手资料可以读一些

传记，我觉得伟大人物的传记总是让人感到人生的振奋，感

到一种激越之气。还要读经济学的著作，说实话，这是我自

己知识上的一个缺陷。我一看经济学的书就烦，看不下去，

不喜欢经济学，特别不喜欢，我一直到上大学后才知道，为

什么在银行里存钱不但不收保管费，反而要给我利息。到别

的地方存东西人家都要收保管费，到银行去保管钱，它倒过

来给我钱，我真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到上大学后才理解了

，原来我的钱被它用了。但现在我觉得一些经济学著作还是

比较容易读。我劝大家不要重蹈我的覆辙，现在法与经济

，Law and economics 已经变成了一门非常有影响的学科，用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不懂一点经济学，怎么

分析法律呀？什么成本、效益、还有博奕论，这是个game，a

theory of game，对法律思考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另外，我们

还应该多读一些历史名著，希罗多德的呀，塔西佗的呀，爱

德华吉朋的呀，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还有其他的等等。总而言之，经典著作是我们应该阅读的

，包括中国古典的经典，如孔子、孟子。我跟一些本科生接

触，发现他们对孔孟还都挺熟，有时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比我强多了。我只在小时候批林批孔时学了一点孔子，后来

就没有很好的读过，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在中国古典上面下点

功夫。最后，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还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

能力，并且把字写得好一些。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汉字写

得不漂亮，那真是不大好。这些知识都直接或潜在地对法学

有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开拓自己的知识，所谓“



艺多不压人”，读书多了，对分析法律问题是一种潜在的资

源，会让你在分析法律问题时不会陷入工匠式的牛角尖里，

拔不出来。你会获得一种有智慧的平衡，一种理性的平衡，

永远会做好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法律人成长中必须要做的

。你看，这四年要做的事还是很多的。 希望我以上所讲的对

你们有所帮助。谢谢大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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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