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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说明

以前觉得，读本书的人愈多就愈需快快增修，生怕一字不慎引人

“入错行＂。但到这一版时却感到有些不敢了，或许还有点倦了，因为除

必须更新法条、数字和事实外，似乎该（不）说的都（不）说了，

"don't forget, but also not say more" 。第 X 版复第 X 版，是否有点

”为赋新词强说愁＂，岂不有负读过此书的人？然而，初衷依旧，本书要

用心对待的永远是—波又—波聚首在法律情人（霍姆斯语）窗下的

“骑士＂。据权威统计， 2020 年 9 月有 7. 7 万金榜题名者选择了这个

“唯有凭持久而孤绝的激情” “唯有竭力施展神一样的能力”才能赢得

其芳心的“情人＂。于是，就心安地该怎么改就怎么改地改定了这—版，

以法学的含义、法律中的年龄、法系、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留学个案为

主要增删之处。

此次修订在等待某些新数据中持续了大半年，至今未见公布的例如

有第五次全国学科排名，未列之事就交给学子的大拇指吧，它会拨开—

层层“无知之幕＂。在改新版中，德国洪堡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刘敏，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郑童，中欧法学院的硕士生陈玉月和郭

—鸣先后给予我许多襄助，在此，谨对她们的辛劳付出致以衷心的

谢意 I

郑永流

2022 年 2 月





引言从走兽到飞禽

英国名相丘吉尔曾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战说道 战争是如此残

酷，以致只有用谎言来掩护真理。比附—下，拿破仑想让农民在烛光下

也能读懂《法国民法典〉 ，终敌不过作为语言文本的法律不易理解之本

性，如“善意占有“绝不是“好心地占有＂，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

不能进＂的住宅包不包括前店后家式的地方，以致需要有—批以解释法

律为志业者。所以，“不读阿佐的书，进不了法院的门”这句中世纪的

名言，至今为人铭记。

理解法律不易，因理解而形成的体系性知识——法学，当是专门家

之事。既是如此，法学便有入门、深造、自成一系等等位阶。其中，如

何领人进门，至关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每年 9 月都有十万之众迈入中

国各大学法学院，无论她或他体悟到与否，这一步实是一种骤变，其可

能的—般含义有几个 其一，在生活场域上，从中学到大学，其二，在

身心上，从少年到成人，其三，在智识上，从记忆到创造。而其特殊之

处在于，从受生活世界支配的芸芸众生到规制社会的法律人。能否使他

们由走到飞，把他们训练成这样的法律人，怎样的入门基本上决定着怎

样的出门，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名校，再牛的大牌教授也要为青涩新

生讲课。

入门的路也有多条，上述由大牌教授亲传为其—，但即便是把礼堂

变课堂，听众仍有限，也不是校校有尧舜。显而易见，编写入门读物是

另—条更为便利的路。在七八年前就想写点这类读物，但不时被“更重

要＂的事务阻却，且我也深知，领人进法学之门，不似酒店茶楼的门

童，劳动在举手之间，常常是，要么让人找不着北，要么令人望山跑死

马。难怪鲁迅说，写通俗文章非大家莫属，话中既透出谦逊，也不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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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想必这也是中国法学作品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却独缺精到的这类

读物之缘由。

浅斟低唱有真需求，尽人皆知，但真需求需真功夫。早有出版社约

我写此风格文字，生怕举重不若轻，未敢应允。只是 2008 年拿出了

《法律方法阶梯》 之后，听人评说，有点深入，也还浅出，增添了些许

信心。加上又遇出版方的再三力邀，遂以真需求遮掩真功夫，决定再试

笔力。

本书主要为将要和初在研习法学的新人而作，兼及国民大众。它既

要说如何研习法学，也讲启蒙、“普法”。前后两者的关系，犹如腊肉有

咸昧。为达此目的，拟先全景式地展示法学大貌，后简介研习法学的各

个阶段及其方法。非专攻法学者，可顾头不顾尾，想专攻者是否得从头

到尾，悉听尊便。

法学是最古老的学问之一，但它不仅是知识，也是一门艺术，所以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说“法学 (Jurisprudentia) 是神人之事，公正

非公正之艺术＂。因而，法学充满着智慧。所谓智慧，指的是人们不拘

泥千教条的辨析和创新能力，它具有因时空而异的历史流变性，因为世

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案件，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条河流。

从知识上看，经两千多年的繁衍生息，法学从作为哲学大家族的—

员到自立门户，已成为显贵望族，生出两大支派·一支为法哲学、法史

学、法社会学等普适学间，—支为关于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

讼法、国际法等各种法律的具体学问。这两类学问虽共享法律之对象，

但前类出乎各种法律之中又超乎之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

类只钟情于某种法律，别无他念。两支分工近似千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

与医工农。

不同于文史哲追寻真善美，法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它讲的是治国安

邦之道、定分止争之术。那么，操持法学知识的法律人又是—群怎样的

人？他们当游走千事实与规范，诸如损害与赔偿、杀人与刑罚之间，有

着特殊的思维方式 重论证而不直奔结论，讲求逻辑而不炫耀修辞，以

推理优先于描述。作为法律人，其品性有殊，择要述之，—当严谨胜千

标新，二守谨慎超千自信。因为法律事务关乎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安

全、社稷天下，不可不如此特殊行事。

正由千有治国安邦、定分止争之需，自古就有专司或兼司法律之

人，位列国之栋梁、声名卓著者，中国有耳熟能详的况钟、包拯、海

瑞，外国有布雷克顿、科克、霍姆斯。在职业分类上，除了他们从事的



引言 从走兽到飞禽

法官工作外，还有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就专业化程度而言，这些人

是完全的法律工作者，这些职业是法律职业的主体部分。在立法机关、

政府法律部门工作的人，在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工作者，在企业担任法

律顾问和仲裁员等，是半完全的法律工作者。而人民调解员，基层的治

安、保卫人员等，则为准法律工作者。

无论从事何种法律职业，都需经专门训练。不同于中学传授的基础

性普适知识，在大学里，法学通常被作为一个专业来对待。所谓专业，

意为术有专攻，—般人都会把线穿过针鼻儿，只有把骆驼穿过针鼻丿L才

叫专长，大学就是培养这种专门人才的场所。法学教育是最古老的职业

教育之一。 11 世纪大学产生之初，法学院就是所设置的三个学院之—,

其他两个是医学院和神学院。这三种职业教育培养的均是从事实务的律

师、医师和牧师。

今天，当人们进入法学院，在享受人生旅程中那一段自在逍遥的大

学时光的同时，要使对未来神圣而又富足的职业的愉快潼憬变为现实，

随遇而安、四泡游学，已不合时令，善规划者易于成功，也体现出做自

己的主人。 在过去的语境中， ＂策划“常与阴谋相连，今人亦认识到，

好事、学业、人生也需要“策划”, ＂策划”甚至成为—种专门职业。

因而，有条理的法学研习生活，当从制定一份适当的规划始，当然，这

不是要求像德国鸿侍康德那样精准 当他下午出来散步时，邻居便开

始准备晚餐。这既包括整个四年的大事安排，诸如按期毕业、主修辅

修、法考、考研、出国、恋爱结婚，也要有分学期的日常计划，譬如课

程选择、业余爱好、打工兼职。

恰当的规划是为了更好地接受知识，而学生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

力，主要由大学开设的课程提供。大学生中虽流传着“必修课选逃，选

修课必逃＂之戏语，但如果真如此，那主要是教者无能所致。这就要全

面了解法学课程体系。课程所包含的知识又是经由不同方式 讲授

课、案例分析、法律诊所、模拟法庭、 ＂席明纳”等，传递至研习者，

这些不同的方式又对应地培养研习者的三种能力 知识体系构筑、知识

应用训练和知识创新思维。

除了在讲堂里静听业师指点迷津，研习者亦要在课外练就功夫，练

功的方式主要有 自发组成研习小组，以在交流中求得甚解，听讲座，

以拓宽视野，激发灵感，到实务部门去实习，以观察书斋外真实的另一

个世界；参加辩论会、演讲赛，以训练征服听众的口头修辞术。

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往往在信息爆炸中无所适从，也就—无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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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如何取得有用的信息，需要技巧。法律人除了雄辩，就是著文，但

写论文不是讲故事，合同、遗嘱、通缉令、起诉意见书、判决书等法律

文书应表意精确、言简意陔、格调朴实、语句规整。

中国是一个考试王国。研习法律者要进入典型的法律职业做法官、

检察官、律师，要通过“天下第一考 ＂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平均

13％左右的通过率使“法考”不同于大学曰常考试，得具备另—套考试

思路和技艺。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外，学生还会参加英语四级、六级

考试（这是找工作时对英语水平的基本要求），参加各种技能考试（如

驾驶执照、计算机二级、翻译等技能等级考试），参加出国考试（托福、

雅思等），准备并参加公务员考试。学诲无涯，本科四年只是学业的初

阶，进阶之方式有多种，到工作中去提升还是留在校园读研、在国内念

还是到国外读，这些都是问题。

2008 年中国股市暴跌超过 60% ，股民们自嘲地编有各式段子 ”笑

着进去，哭着出来，少女进去，大妈出来，老板进去，打工出来；宝马

进去，板车出来”。那么，研习浩律者以—个门外汉之身进入法学院，

当她／他走出法学院时，该是一副何样的面目呢？是像人们熟知的所谓

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言”所说，“当你走出哈佛大学法学院时，你眼

里再没有男人和女人，而只有原告和被告”，还是如本引言标题所示

从走兽变成了飞禽？也许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得出结论所依赖的大学

研习过程大体一样，本书就是要展现从—张白纸到涂满符号这一历程。

现在，让我们上船，共渡到法学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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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必开始千伟大，但必须为伟大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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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入在楼上看你。

咱启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入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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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法学的“国民性”

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说的是一人自有一人之性格。 一国、

一文化圈的人又何尝不是，这就是所谓“国民性” 。 有关这类国民性

的说法众多，版本不一，流传甚广的一个为：

一群来自各国的人士在一家餐馆共用晚餐，大家发现汤中有一

只苍蝇，于是，

——英国人举了举手： “Waiter, 请换成一杯啤酒 。 ”

一法国人说：“亲爱的，看哪，一只苍蝇在游泳。 ”

一—－日本人把经理叫来：“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美国人则通知了自己的律师，准备明天起诉餐馆。

德国人掏出显微镜，要看看苍蝇的细菌指数是否超标，再

决定如何行事 。

一—某国人把苍蝇捞出来放在一边，将汤喝一半，然后去找餐

馆索赔。

这虽是不乏夸张的编造，但也的确道出了各色人等的某种特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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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派头、浪漫、效率、好讼、严谨、贪图小利。那么，法学，作

为浩翰学林中的一枝，相对千痛苦的哲学、风流的文学、吝啬的经

济学、无所不能的社会学、灰色的历史学、红色的政治学，有无自

己的“国民性”呢？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的风貌呢？抑或可否独

秀于林？

华 . 1 多重面具的司法

人们对法学品性的看法常常是从对法律的印象中得出，而对法

律的印象又多出自司法，形成司法一法律—法学这一传递链。 因而，

先要来臼描一下司法的形象。在历史的大舞场上，司法也是戴着多

重面具起舞的：

冷峻威武：无论是昔 H 还是今天，司法均带有诸多这样的

特征：古有立“回避＂ ＂肃静”牌的公堂、“威武威武“地喝堂威、

拍得震天响的惊堂木、疹人的刑具，今有闪烁的警灯、冰凉的手镑、

阴森的监狱，无不令人避犹不及。 有时司法还绝非仅暴戾，更是

血腥。

民间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指的就是古代的凌迟。 在

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凌迟。 凌迟，原为＂陵

迟＂，意指山丘延缓的针坡。 后取其缓慢之义，将凌迟用作一种刑罚

之名，即是以极慢的速度把人处死 。 这种“极慢”就是剑子手一刀

一刀地割去犯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割尽，才剖腹断首，使人毙

命。 所以，凌迟也叫商割、别、寸碟等 。 明代执行凌迟的刀数为历

代之最，此朝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件，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

瑾案，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郧案 。 邓之诚 《 骨董续记》 卷二＂寸碟”

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碟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郧三千六百刀 。

李慈铭日记亦言之。”实际上，刘瑾被别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

温情脉脉：其实，司法也有和颜悦色、柔情似水的一面，

它细心呵护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努力保障民众的财产与自由，真诚

关切个人的家庭幸福与美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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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范县的崇仁寺与大悲庵相对，寺里一小和尚与庵中一小

尼姑私下相爱，被人发觉后被送到县衙要求判罪 。 知县郑板桥素怀

民本思想，见僧、尼年龄相当，便生侧隐之心：私通有碍礼法佛法，

但若是在家俗人，不就于法无碍了吗？他问明情由，知晓他们自小

青梅竹马，男子因家穷而削发为僧，女子为避嫁人愤而为尼。 于是，

板桥判令这对青年僧尼先还俗，然后结为夫妻。 当时有人作诗一首

专记此事：“一半葫芦一半狐，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今入定凤归寂，

此后敲门月影遥。 乌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勾却凤

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中

一正义的庇护所：正义的实现有多种途径，而在所有其他道

路不通时，司法是正义的最后避难处，若司法不公则正义将流离失

所。 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的

其他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

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 。”人世间虽有诸多不公，但令人欣慰的是，

纵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仍有人”为了正义，哪怕天诛地

灭” 。

1933 年 2 月 9 日，希特勒想笫一次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发表演

讲。 据当时的技术条件，他必须亲自来广播台 。 依帝国政府的建议，

帝国广播协会预先解聘了广播台三名技术人员，理由为，这三个男

人被怀疑属于共产党，或与之关系密切；并由此进一步怀疑，这三

个人可能对广播台实施破坏。

这三个技术人员向法院提起诉讼，负责审理这一解约保护案的

法官在审判中病倒，另一法官奥托·坎－弗罗伊德必须接手这一案

件 。 他严格依照法律作出一份论证明确的判决，判处广播台赔偿那

几名原告 。 这一判决在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份报纸选用“如果

柏林仍有法官”为标题作了报道。 不久，奥托·坎－弗罗伊德因政治

不可靠被解除了法官职务。 最后他在英国找到了第二故乡，成为牛

津大学的比较法学教授。

心 曾衍东 ： 《小豆棚》 ，盛伟校点， 264-265 页 ，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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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法律的神与形

有什么样的法律便大体有什么样的司法，从上述故事中明白可

见法律的身影。 当然，司法不等千法律，有时法律高高举起板子，

司法却轻轻地放下，如日本、美国许多州的刑法有死刑条款，但法

院从未或很少判处罪犯死刑；有时法律是非分明，法官却草管人命，

枉法裁判，如余祥林被冤案。让我们来看看法律的神形真面目 。

在神上，中国的“法”字最可

传达法律的精义。 据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字书许慎的《说文解字》，

“法”的古体是＂漕＂，它由 1 、

煦和去三部分构成。 ＂澹，刑也，

平之如水，从水；煦所以触不直者

去之，从去。”这一解释，一则指

明法的价值取向， “平之如水“象

征“公平”芞二则有＂裁判的＂

功能性含义，据传说， ”期”是一
古体“法”字

种独角神兽，性情中正， 明辨是 2010 年 6 月 11 日作者摄千中国台湾地区”中央
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

非，在发生纠纷和违法行为时，由

照来裁判，被照触者，即被认为败诉或有罪，所以“从去” 。

中国《宪法》 第 5 条笫 4 、 5 款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

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

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中国 《 民事诉讼法》 第 3 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

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

心 后人如蔡枢衡对许慎的诠释不以为然，指出：所谓“平之如水”为”后世浅人所妄

增",不足为训 。 此处的 “水”指古时的一种刑罚，即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波逐流，

即谓放逐。 参见蔡枢衡： 《 中国刑法史》 ， 170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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