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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性》

内容概要

美国是法律人统治的国度。十九世纪的美国，律师建立了最初的法学院，法学院培养了新一代的律师
，新一代的律师又成为美国自由的中流砥柱。本书从美国独立之初的著名律师与法学教授写起，沿着
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威尔逊等开国元勋的足迹，讲述了美国法学教育从学徒制走向学院制的全
过程。
美国的法学院，由学者型的律师所缔造；美国人的自由，是律师型政治家在继承。十九世纪美国的著
名法学教授，如德怀特、兰代尔、库利、波默罗伊等人，皆为律师出身，他们在哥伦比亚、哈佛、密
歇根、黑斯廷斯等校培养了大批绅士型律师。他们秉承人之自由天性，以律师和法学院为桥梁，维护
着自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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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记式，有些流水
2、全面介绍了美国法学院成立的沿革，从学徒到学院的华丽转身！
3、“法律的训练意味着知晓服从的责任，这也是治国理政者必不可少的品质。因此，通过法律的手
段，社会得到控制和发展，人类也得以延续。

所有的自由国度都珍视以上原则，自由与安全有赖于此。当法律的原则沁入人心，就可以克服无知、
错误与恶行，就可以遏制民粹政府的狂躁与骚动。”

本书是一本独特的历史书，介绍了19世纪美国法学院诞生、发展及文化。

十九世纪的美国，律师建立了最初的法学院，法学院培养了新一代的律师，新一代的律师又成为美国
自由的中流砥柱。本书从美国独立之初的著名律师与法学教授写起，沿着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
威尔逊等开国元勋的足迹，讲述了美国法学教育从学徒制走向学院制的全过程。

美国的法学院，由学者型的律师所缔造；美国人的自由，是律师型政治家在继承。十九世纪美国的著
名法学教授，如德怀特、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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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环顾宇内， 试问哪一国法学教育独步全球？引无数异国学子竞折腰！答案似乎是：非美国莫属。
　　君不见，各国留学生络绎于途，争相参加LSAT考试，期待挤入美国法学院“登天梯”。近年来，
日本、韩国效仿美式研究生法学教育，力推法科大学院制度；2008年，中国第一个法律博士（JD）学
位教育项目北大国际法学院落户深圳，掀起千堆雪⋯⋯　　美国法学教育成功的秘诀何在？历经几多
变迁？无不激起各国法律人的浓厚兴趣。　　日前，《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纪美国的律师与法学院
》新书上市，作者胡晓进要言不烦，娓娓道来，从美国独立之初的著名律师与法学教授写起，沿着托
马斯·杰斐逊、詹姆斯·威尔逊等开国元勋的足迹，讲述了一则则美国法学教育从学徒制走向学院制
的精彩故事。　　追溯历史，美国建国前后，延续英国殖民时期的传统，少数富家子弟远渡重洋，赴
英习法。《独立宣言》上签名的30位律师中，9人游学于英国律师会馆。斯时，美国律师培养的主渠道
，则是进入本地律所从学徒做起，日积月累获取经验与知识。　　有幸遇上不收学费的威思先生，杰
斐逊历经五年学徒生涯，让他深感学徒制弊端罄竹难书：阅读面太窄、轻视学理、无法掌握法律精髓
。1779年，弗吉尼亚州州长任上，他破天荒任命恩师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法律教授。法学从此纳入美
国大学体制，写下新大陆法学教育全新篇章。　　岂不知，美国19世纪开设独立的大学法学院，制度
渐趋完备，1870年全美法学院数量不下31所。哥伦比亚学院法学院地处经济中心纽约，开办不过十余
年，学生数百人济济一堂。规模之大，办学之精，连英国学者也称赞值得英伦学子渡海来学。读过哥
伦比亚学院法学教授肯特的《美国法释义》，历史学祭酒班克罗夫特赞美：“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法律
是什么样子的了。美国法律是一门科学；虽然还算不上尽善尽美，但正在臻于完善。”　　只是传统
讲授法教育陈陈相因，教师照本宣科，学子昏昏欲睡，实务界啧有烦言。19世纪末的美国法学教育面
临第一次危机。乌云罩顶，谁能力挽狂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主持哈佛法学院院长四分
之一世纪的兰代尔，叱咤风云，一手擘画“案例教学法”。从兰代尔院长上任这一天起，哈佛法学院
开始了崭新的一页，从传统法学院向现代法学院艰难嬗变，也正是由此开始，哈佛法学院成为世界法
学教育的龙头老大。　　1886年哈佛250周年庆典，兰代尔掷地有声：“我将竭尽全力使哈佛法学院的
法律教学、研究，与大学的名望相称；使哈佛法学院不再是全校最弱小的院系。”退休之前，他视力
近乎失明，依然以身作则，坚持开课。英国宪法巨擘戴雪到哈佛开讲座，他每讲必到，戴雪啧啧称奇
：“这位盲眼老先生，比我们所有人知道的加起来还多。”　　“有效地掌握法律原理的最简捷的和
最好的途径，或许不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研究体现这些原理的案例。”兰代尔一再强调，法学是一门
科学，经由试验（案例书——不加剪裁的案例资料汇编），在导师的启发下（苏格拉底诘问式），学
生自主地获取知识和推理方法。　　在兰代尔的课堂中，他要求学生只阅读原始的资料即案件，并描
述他们各自的结论。为有助于学生学习，他收集一批案例并予印刷出版，只附上一两页导言。重头戏
《合同法》开场，“福克斯先生，能介绍一下Payne V·Cave一案的事实吗？”“劳尔先生，原告的诉
讼理由是什么？”对于学生的回答，他总会无情追问下去：“那么，你的理由是什么？”这便是鼎鼎
大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新教学法成功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科学，热爱法律职业的兴趣，成效
有目共睹，一举将长期萎靡不振的哈佛法学院推上法学教育王者宝座，且流风所及，为其他法学院所
认同接受。　　当前各国法学院“阴盛阳衰”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历史的悲哀在于，美国女性长期
遭遇冷眼，无法进入法律殿堂一展长才。上世纪70年代，加州福尔茨小姐，起草《女律师法案》，将
原来法律中的“白人男性”改为“任何人”，1878年法案获得通过。29岁的她，经过三小时口试问答
，折服抱有偏见的资深律师，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律师。　　再接再厉，她申请进入黑斯廷斯法
律学院深造。遗憾的是，“女性的天职是养儿育女、相夫教子，女性敏感、冲动，天生脆弱，不适合
从事法律职业”，院方一口回绝。　　“正因为女性天生冲动、懦弱，才更需要法律知识的熏陶、培
养，使其更理性、坚强；法律可以使女性成为更优秀的妻子、母亲、更好的公民。” 福尔茨拍案而起
，一纸诉状告上法院，强调“《女律师法案》认可女性进入律师行业，就意味着女性可以进法学院，
为当律师做准备”。最后，法院宣布福尔茨胜诉。可叹性别歧视阴魂不散，她一辈子也未取得学位，
抑郁而终。直到1950年，哈佛法学院才第一次招收女生。　　外人眼中，美国本科不设法律专业，全
靠通识教育打底，法学和经济学等姐妹学科，强强联手，科际整合如虎添翼，大行其道，每每擦出无
穷火花，怎不让外人艳羡不已。　　无奈风云突变，2008金融海啸，严重冲击美国法学教育。门槛高
、学费贵的法学院荣景不再，就业困难，只有50%的毕业生找到需要律师资格的工作。申请信也
从2010年的60万份降到2013年的30万份，四年暴跌40%多，创下30年历史新低。美国法学第二波危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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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学教育崩盘大讨论甚嚣尘上，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全世界都在看！　　来源：《人民
法院报》2014-7-18 
2、律师是自由的燃灯者 ——评胡晓进新著《自由的天性》可能是基于同尺度比较的接受美学，中国
法学界青年一代对美国法的理念承接与制度研判热度不减，近些年涌现了大量优秀而深入的译著和专
著。在译著方面，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第一，何帆的“燃灯者译文馆”系列，有别于之前的“美国
法律文库”过于理论化的倾向，以“大法官文化”为基调产生了一批关于司法文化的启蒙与畅销读物
，在司法改革方兴未艾之际，无疑更加拉高并清晰化了中国法官的职业典范；第二，田雷主持的“阿
克曼文集”系列，一改美国法翻译的“法律职业主义”（阿克曼语）理论口味，将法学界对美国宪法
的理解拉入宪政史和政治理论的恢宏境地，展现美国人民的宪法创制技艺，这是所谓的“法律整体主
义”叙事。　　无论是职业化还是整体化，都是美国法的真实。美国法的阶段性里程碑与关键理念总
是会激起改革中的国人的心理回响，比如《批评官员的尺度》与当下的政治言论自由与网络管制息息
相关，而阿克曼新著《民权革命》对于深陷群体性事件与死磕派律师维权困境的中国也当不无启发。
　　与上述译著进展相伴而行的是对美国法的专题研究进展，这方面的成果以部门法制度和法律教育
主题为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胡晓进博士新著《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纪美国的律师和法学院》（“
六部书坊”系列）就是一项对美国19世纪法律教育史的精湛研究。这并不是一项普通的美国法制史研
究，而是通过对美国法律教育从学徒制向学院制转型的过程考察与理念解析，从一个基础性的层面有
力解释了美国法在整体上的魅力来源与机制活力。全书以“律师”和“自由”贯穿始终，基本的解释
逻辑是：律师秉有自由的天性造就了美国宪法和法学院，美国的宪法制度与法学院毕业生又一次次地
巩固和扩展了美国人的自由，律师群体和自由精神共同构成了“美国梦”的软实力内核。全书显示了
作者良好的史学功底和法学悟性，在故事编排与理念转折间游刃有余地操作了如此宏大的解释主题，
对于提升国内法律教育和律师培养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学徒制：美国法律教育前史
　　美国是天然的法律帝国。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考察美国司法与政治制度时，惊叹于美国的
地方自治与法学家精神的完备，引为美国民主的奥秘。确实如此，从殖民地独立革命中的宪法斗争到
邦联条款与费城宪法的制定，律师群体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将法律人的自由理想和精明理性灌注入精
致的法律规则之中。作为19世纪法律教育的前史，胡晓进博士重点选取了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
威尔逊两个个案，并以附录形式增加了作为美国第一位法学教授的乔治·威思的传记。　　尽管美国
法律教育的成功建立在从学徒制到学院制的转型基础上，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贬低学徒制在美国法律教
育早期史中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取的这两位“学院制”先驱，其个人法律教育经历恰恰就
是学徒制。　　学徒制无疑来自于殖民地母国英国。英国法律教育中的律师会馆制度闻名遐迩，至今
仍然作为英国律师培养的有效机制。学徒制是欧洲中世纪行会主义的产物，其理念基础为：第一，法
律是一门专门技艺，而不是严格的科学门类（柯克在面对英王听审要求时即以“技艺理性”予以回击
，成为司法职业化的经典理由）；第二，学习法律最有效的方式是跟随律师在实务中模仿和练习。当
然，根据作者的考证，当时英国的律师会馆制度已在衰落，专业技艺的实际传授在减少，逐步沦为聚
餐式的交际。当时北美殖民地青年学习法律无非三种途径：赴英国律师会馆学习；自学；做本土律师
的学徒。相比而言，在本土做学徒成为首选。杰斐逊在1760年代即跟随乔治·威思研习法律。　　当
然，早在杰斐逊学徒生涯之中，他即意识到学徒制的某些缺陷：只关注专业技巧，缺乏通识基础；对
法律条文精熟，但缺乏法律理论。这样的毕业生，作为谋生的法匠尚可，但在美国革命与立宪时期高
涨的政治需求与制度创制压力之下，已显有不足。杰斐逊本人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给青年人学习法律
提供建议，都强调法律人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基础，强调对法律精神而不仅仅是条文
的把握。也就是说，杰斐逊尽管出身法律学徒，但其法律教育观已经是学院化的，认为法律教育不仅
仅是培养操持条文的法匠，还要因应时代要求培养“法律人政治家”（lawyer statesman）。在杰斐逊
和威尔逊的各自推动下，美国早期大学的法学教席相继设立。胡晓进博士将这一前史命名为“自由之
基”，可谓精当。 学院制：自由之“路”、“火”、“光”　　《自由的天性》一书的重点在于解释
美国的法律学院制，胡晓进博士将相关发展历程分别名之为自由之“路”、“火”、“光”。19世纪
是美国特色法律教育传统形成的一个世纪，其根本制度特征是学院制。在学徒制向学院制转型的过程
中，私人法律学校起到了桥梁和中介的作用。这是个人化的法律私塾向具有一定机构性的法律学校的
发展。这些法律学校中的佼佼者包括：早期典型利奇菲尔德法律学校；作为耶鲁法学院前身的纽黑文
法律学校；塔克家族经营的温切斯特法律学校，其最大功绩在于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美国
化并自撰了《弗吉尼亚法释义》，成为19世纪初法律教育的基础教材。　　然而，这些伴随美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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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私人法律学校，除了少数被正式的大学吸收为法学院之外，多数均逐步衰落。衰落
的原因与学徒制一样，就是这一模式培养的法律人还主要是“法匠”，难以满足立法和参政的巨大需
求，而且这类学校的属人性突出，一旦主事者兴趣转移或去世，对学校存续影响极大。学院制则具有
显著的优势，其办学条件、学生全面培养计划与管理上的制度化，都是非常适合新生之美国的高端人
才培养需求的。对于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而言，法律教育的学院化处于下面三个重要的背景条件之下
：第一，美国各州大学建制的正规化；第二，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资本与捐助规模；第三
，1829年的帕卡德报告正式开启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进程，回应了杰斐逊的法律教育观。　　但是，
仅有这些外部条件尚不足以在体制上完成法律教育学院化的充分论证。胡晓进博士的考察表明，即使
在哈佛和耶鲁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的正式建制化都经历过严峻的挑战和反复。大学的教职和院
系设置需要严格的学术论证，由于法律一直以来被作为一项职业技艺对待，对于其是否属于科学门类
，美国在19世纪一直存疑。　　甚至在1886年哈佛大学250周年校庆之际，哈佛法学院的兰代尔教授仍
然要这样来论证法律的科学属性：“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奉行，法律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必须通过书本
才能学习的科学。如果法律不是一门科学，大学最好顾及自己的尊严，别教授法律；如果法律不是一
门科学，而是一种手艺，学习法律的最好方法当然是跟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当学徒。如果法律是一门科
学，毫无疑问，它将是一门最伟大最难掌握的科学，需要最有头脑的人全心投入。”推动法律教育学
院化的伟大律师和法学教授是美国自由精神的忠诚卫士。　　学院化过程的女权主义身影　　《自由
的天性》没有满足于上述的宏大叙事，而是注重细节描述，典型体现在对法律教育学院化过程中女权
主义个案的处理上。　　18世纪末的美国宪法界定的“自由”，严格来讲只是“白人新教男性”的自
由，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有着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外表，但在观念认知与制度实践上并未冲破性
别和种族的严格边界。法学院和法律职业之门是否向女性同等开放，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宪法问题。加
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的福尔茨为追求同等的法律教育权利，展现了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的典型形象
。　　福尔茨是一个勤奋努力的法律研习者，但其法律教育和职业之路非常坎坷。第一次是参加律师
资格考试，当地法律规定只有“白人男性”才具有应试资格，福尔茨发起了一场立法造势运动，成功
推动当地议会通过了其草拟的“女性律师法案”。但她很快发现，缺乏法律学院化教育对于法律职业
是一大缺陷，于是向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申请入读，却被拒之门外，理由是女性不适合接受法律
教育并从事法律职业。福尔茨心有不甘，连续发动法律诉讼，院方接连败诉，但福尔茨最终因为个人
原因未能完成学业。　　根据胡晓进博士的考察，2002年洛杉矶刑事法院大楼以其姓名来命名，联邦
最高法院首位女法官奥康纳参加命名仪式并盛赞其对女性平等权的贡献。福尔茨的女权主义名言是：
“难道女性不能跟男性平等吗？天赋、才智和劳动是不分性别的。”福尔茨追求女性法律教育平等权
的努力本身就是对美国自由精神的最好注释。　　借用何帆法官的“燃灯者”隐喻，《自由的天性》
一书足以证明律师是自由的燃灯者。美国的法律自由来自五月花号公约、英国的学徒制、布莱克斯通
著作、殖民地宪章与普通法制度，但美国律师群体不拘形式与传统，积极反思，勇于创新，通过其制
宪杰作和法学院创制，赋予自由以更加清晰的法律形式和更加有力的辩护群体。当然，学徒制和学院
制只是法律教育形式之别，其根植的法律传统和自由精神是一致的。甚至，尽管学院制占据主导地位
，学徒制的精神和形式从未完全退场，法学院内部的诊所法律教育和1880年代创制的法官助理制度以
更加合理的方式完成了二者的制度性融合。无论如何，法律教育的体系化和现代化有力支撑了美国成
为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度，最终于20世纪反超欧洲而成为当代世界体系的立法者。这些历史经验和理
念要素，不正值得处于大国崛起进程的中国认真记取并寻求反超吗？由此观之，胡晓进博士的美国法
律教育史研究就具有了超越美国情境的中国化意义。 【作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出处】《
企业文化》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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