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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衣阿华州德雷克大学的法学院做了一年的富布赖特访

问学者。这个大学及其法学院属于地方性（regional）院校，

其生源基本来自中西部地区。它每年招收150名左右的学生，

共有30位左右的专职教授。在美国律师协会（ABA）认可的

全美180余所法学院中，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地区性的、职业性

的法学院。像国内法律人热衷谈论的哈佛、耶鲁、斯坦福这

类全国性的、带有研究性的法学院，只是极少数，在某种程

度上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这类大路货的法学院，给人最

深的印象是，它从来不把法律看作是一个多大的学问，更多

是一种职业训练和技艺培养。因此，它的课程设计，直接针

对学生毕业后所要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些课程主要有三

大类，一类是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税法、宪法诉讼这

些实体课程，另一类就是技能性课程，比如法律文献检索，

法律文件写作，还有就是实践课，比如法律诊所，审判体验

（trial practicum），模拟法院。在德雷克法学院，除了宪法

法和比较宪法这两门略带些理论色彩和研究性的课程外（即

使这类课程，也是案例教学法），基本没有国内法学院课程

中的法理、法史等理论性课程。在这样的课程规划下，所有

的老师都是执业律师出身，只有法律博士（JD）这样的专业

学位，而无PH. D这类学术学位。相比较中国法学教授的学术

成果，这些年薪十几万美元的教授真该无地自容了，除了在

法律评论上发表一些案例分析这类非学术性论文外，他们至



多是编纂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案例汇编。一句话，法律在这里

被看作是一种实践而非一门学问。 似乎正是这一学科定位，

构成了中美法学院的根本不同。国内的法学院，虽然现在越

来越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professional skill），向美国式

的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靠拢，建立了类似美国JD的法

律硕士这样的专业学位，但是，从根本上讲，不论是学校领

导，还是老师本人，都把法律看作是一门学问，因此，各院

校把争取所谓的学科点和重点学科作为一大任务来抓，教师

们发表学术论著的多寡也成为晋级升等的主要考核指标。结

果，最近十年，中国法学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学术论著的发表

，中青年法学家的数量，均成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形成一个

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另一

方面，中国的法学研究则突飞猛进，凯歌高奏。如果仅就法

学家的数量及其发表的学术论著而言，中国绝对是一个“法

学”（虽然不是法律）大国了。正是因为把法律看作是一个

学问，而不是一种实践和技艺，国内的法学院太看重自己所

谓的学术成果，反而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合格的法

律人。这也是中美法学院的很大区别。以上述德雷克大学法

学院为例，这个在美国属于三流（3rd tier）的法学院，其毕

业生首次参加州律师考试的通过率达到了85%，毕业后九个

月内的就业率达到93.8%。如果以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国

内一流的法学院都未必能够超过德雷克。当然，由于国情不

同，这个比较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学科定位的不同，也可以

从法律概念的中英文转换中，发现中美之间有趣的差别。比

如国内的法学家已经如过江之鲫，是个法学教授就是一个法

学家，翻译成英文时就会产生歧义。有一次，在与一位美国



法学教授座谈时，我自我介绍说，“I am historian” (我是个

历史学者)，在座另一位中国学者则说：I am jurist （我是一个

法学家）。会后，这位美国教授不解地问我，“他是一个法

官吗？”我说不是，他只是一个法学教授。这位美国教授解

释说，在美国的语境中，通常只有一些有创造性的法官才能

叫jurist，书斋里纯粹的法学教授是不能称jurist。为此，我还

专门告诉《法学家茶座》的编辑，他们的英文名字最好

叫teahouse for lawyers，而不是teahouse for jurists。还有一个例

子就是对jurisprudence的理解。最近看施瓦茨的《美国最高法

院史》中译本，几次见到“马歇尔法律哲学”，“最高法院

法哲学”的字样，觉得有些怪异。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中像霍姆斯、法兰克福特这样学者型的法官并不多见，大法

官断案更多是基于经验、先例，而非什么法哲学、法理学。

核对原文才发现，译者见到jurisprudence就翻译成“法哲学”

，而不顾具体的语境。实际上，在讨论和分析美国最高法院

及其法官的司法活动时，这个词比较恰当的理解应该是“司

法理念及其实践”，而不是充满学究气的“法哲学”、“法

理学”。显然，这样的翻译和理解都是在下意识中把司法活

动学问化了。 把法律视为一门技艺（profession），并不会因

此而减少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名律师比名教授更来钱

、更有社会地位就是一个旁证；同样，把法律视为一门学问

，进而把它提升到法律科学的高度，也不见得能够促进法治

社会的早日建成，目前发达的法学研究和滞后的法律实践似

乎也算是个例证。法律究竟该是一门技艺，还是一门学问，

看来还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本文为《律师文

摘》2007年第五辑“卷首语”） 附：《律师文摘》2007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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