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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B_8F_E5_8A_9B__c36_53841.htm 我这次讲座主要是面

对2000届的新同学的。如何研究法学，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

的问题，甚至有些学者研究了一辈子法学也没法回答。我今

天也只能简单地谈一下自己20多年来研究法学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律有什么特点。我始终强调世俗这个

特点。法律是非常实用的，功利性很强的。所以抱太多的理

想主义学习法律是不行的。世俗就是要解决各种问题，大的

可能是国际间的争端、地区间的争端、民族间或种族间的争

端等，小的就是指我们日常的事务，夫妻间的纠纷、邻居间

的纠纷、同学间的纠纷等。再简单地说就是指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必须要有一些规则，有规则执行的机构——习俗、国家

暴力机关等。比方说同一宿舍的同学生活习惯不一样，便会

产生很多小磨擦，如何解决呢？制定规矩，不必成文，但要

起作用，保证生活的和谐。我们研究法律始终要考虑这样的

一些问题，这些法律到底以什么的代价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效

果。如宿舍的规则有时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便，但却给大

家带来一种和谐，否则发生冲突，则大家都不好。所以规矩

表面似乎很不方便，但实际上都给人们带来某种程度的方便

。北大的教学偏重理论，但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千万不要涡进

理论中去，陷在那些报纸杂志上流行的一些重要词汇，否则

四年后你会觉得获之甚少。我们要把眼光放得实用一点，功

利一些。 第二个特点、法律是用来解决他人问题的。作为一

名律师你就得为你的当事人谋求利益，如果他是刑事被告，



你就是为他进行无罪或轻罪辩护。因此你们一言一行都关系

着别人的生命或财产。在这个过程中，别人就给你施加了一

种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责任。我们决定的不是自己的事情，没

有自己的好恶，即使是成克杰，你也要维护他的权利。这不

免会使你陷入一种道德的困境中。但学习法律就必须约束自

己，不随心所欲，决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随便流淌。当我们毕

业后走进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在限制我们的行为。实际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从事这种角色的转换，只不过由于我

们不是成熟的职业工作者而忽视罢了。可能在座的我们在大

学时都会像个大人，但回到家在父母面前有时也会撒娇。恋

爱的时候，在恋人面前角色也发生转换。平时端庄的也会变

得轻佻，憨厚的这时也会耍坏，（笑）但一旦我们进入法律

职业后还要面临一些更大的角色转换，这就是要你牢记自己

是一个法律人，你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他人的命运。 第三就

是法律具有社会性。法律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社会的事业

。比方说检察官的地位和辩护人就不一样。检察官是举出证

据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解释，而辨护人则尽量对证据重新作

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法律就是在不同的人追求他们各自的

个人利益、职业利益、集团利益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它不是

什么思想家或者学者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因此在

这个过程中你必定会遇到各种挫折，会有各种制约你不能顺

利实现理想的因素。走进社会后你会深深感到，个人的努力

的结果很多时候都不是理想的实现，最终的结果其实是社会

中多种力量交合的产物、妥协的产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背景之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研究法学。 首先要关心现实，

要把焦点放在如何把事情办好办成。法律非法学，绝大多数



的人不会去从事法学。大家不要把学者看得有什么了不起，

许多真正的学者都是在感觉自己对现实缺少了其他能力时才

选择学术职业的。在中国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提出多少学术

观点，而是要通过实践改造中国。宿舍的规则并不是法学家

告诉你如何订而定的，而是大家感到需要而制定的。法律的

生成也一样。中国20年来法律的发展根本原因于：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增加了，陌生人增多了，因而法律也

急需增加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陌生人之间是很需要法

律的，他们之间更容易干坏事。 你向自己的兄弟借钱时，你

兄弟绝不会让你写借条，这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但如何朱

苏力向你借钱，你就会让我写借条，甚至立一个不是契约的

契约。这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是陌生人。再比方说我决不会在

家里检到我妻子的钱包而得意洋洋，我发财了。我一般会归

还给她（笑）。你们不要告诉我妻子，我说一般就意味有例

外。（笑）但如果是在美国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所有人都下

车了，你一看地上有一钱包，而恰好这时你又很缺钱，这时

是不是更有可能呢？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陌生人

却更容易对陌生人犯罪。再比方卖淫嫖娼从来不会在自己家

门口干。（笑）我是北大教授，就在北大嫖娼，是不大可能

吧。（哄笑）为什么中国的卖淫嫖娼都大多在广州、深圳、

上海呢？那些村姑小姐为什么在自己村里见到自己心爱的男

人都会脸红，而在大城市里做三陪却毫无羞耻呢？这就是在

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大家不妨看一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

中国》。 要关心现实，注意办好事，千万不要只顾理论，说

起来头头是道，一遇到问题却一愁莫展。我们要少花钱多办

事，甚至不花钱多办事。但我们说关心现实不等于放弃思想



，而是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敏税，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否则你的理想就会落空，现实也会失去奋斗的方向。 法律对

人生经验是很需求的。世界各国决不会有什么少年天才，许

多都要40岁，甚至70、80岁以上才会成为伟大的法官。美国

最著名的法官霍姆斯，61岁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从这

你们看出，法律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这和学自行车一

样，我们判断你会不会骑自行车，不是看你能不能像数学家

能把保持平衡的公式写出来，而是把自行车给你，骑给我看

！法律也如此，不是看你说什么大道理，而是看你如何办一

个案件，裁断一个案件，分析一项法律。你有无知识是通过

实践来体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表现你对法律的把握，而

这种把握的能力又是需要长期形成的。 关心现实更重要有一

种敏感，职业的或学术的敏觉，能发前人之未所见，在众多

头绪中能抓住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法学院的学习不需要过

目不忘，重要的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同一种现象，不同的人

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电影《秋菊打官司》，仅仅理解为这

反映了秋菊的最后一句话：“我只是要个说法，你们怎么把

人带走了？”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希望维护他们的权利

，但用什么方式呢？刚开始相信国家法律能给她一个说法，

但事实相反使她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她的命是村长救的，

当十五天后村长从拘留所出来，她怎么面对村长，面对村里

的人呢？本来她很理直气壮，如今反而理亏了。从这个意义

上说，秋菊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我从这部电影看到的

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何把法律引进农村，使法律产品适

合农民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很多法律都是只适合城市的，像

合同法、证券法、网络法等等。因为大部分立法者都是生活



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当我们走进农村，却往往会大

吃一惊。当法官告诉农民你有辩护权时，他不知所措，法官

只好告诉他，你可以吵架，但不可以骂人。（笑）所有法律

都是地方性的，可能后来才变成世界性。英国法律怎么形成

的？是十二十三世纪英皇派出很多法官巡回审理，依照当地

习惯裁案，整理成判例才逐渐形成普通法，以后才传到了美

国。所以我们中国法律也要注重它的本土资源。 其次要注意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微观上研究许多细节，一定要把部门法

学好，没有必要去拘泥于那些法治是什么，法律的概念本质

是什么这些永远回答不好的问题。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大学

头三年不要写文章，坦白说你们没有能力写，你们的经验和

学识都还不够。现在你们还处于一种模仿的阶段，要找到自

己的思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鼓励大家要好高鹜远，如果

连眼睛都不往高处看，你又怎么会往高处走呢？立志当存高

远，这样可以使你不拘泥于理论，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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