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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听说，有位律师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在大学里所受的法学教育：“我学的那点东西早已经还给老
师了。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想从事法律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有点儿坐不住的感觉，这倒不是
说法律教师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职业荣誉感的共同体，而是说恐怕每个教师都会害怕自己的学生
某一天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时代在变化，知识也在更新，法律在修改，可我们传授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我们传授什么样的东西，才不至于让学生在多年之后有“全都还给老师了”的感觉呢？
看来，在给学生讲授那些可变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传授给学生一些不易改变的
法理。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法理”绝不是我们在法理学教科书里学的那些东西，而是渗透于法律、支撑
法律的“道理”。
这样的法理往往不是在“法理学”课堂上学到的，而是在部门法的课堂上学到的。
　　在民法传统的法律教学中，对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的分析和注释一直是探索法理的重要方法。
这样的“法理”往往是由立法者抽象出来的普遍之理。
当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中的时候，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案情、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等都有很大的不同
，书本上的普遍法理往往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真正的法理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针对具体案件的道理——毕竟，从事法律职
业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案件。
如此，这些年来法律教育中一直在呼吁引进美国的“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
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对“案例教学法”的理解却一直处于某种误区之中，以为“案例教学法”是在讲
授法条的时候增加一些具体的案例，由此增加对法条的形象化和具体化理解。
这倒颇有些像现在媒体中流行的“以案说法”。
　　真正的“案例教学法”建立在判例法的基础上。
“案例教学法”是从具体案例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找出法官所发现或者公布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正是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可能法律规定没有变，案件针对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变，然而也许是社
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甚至是法官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法律推理的变化，最终决
定了法律判决的变化。
因此，从判例法中，我们找到的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法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具体的案件中体现的从来都是辩证的法理。
这种辩证的法理所坚持的不是形式正义，而往往是实质正义。
在“判例教学法”中，重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它关心的不是最后判决的胜负，而是法律推理
过程。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普通法法理学中诸如“技艺理性”、“实践理性”这样的核心概念，才能理解波
斯纳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在仔细阅读美国宪法判决之后，怎么还能相信法律具有科学客观性这样的说
法呢。
　　因此，“判例教学法”真正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推理的技艺
；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学说不过是为法律推理准备的工具箱而已。
当然，法律推理技术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但那是一种“know-how”的知识，而不是“know-what”
的知识：你脑子里记住了一百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可能都不会进行最简单的法律解释。
这种“know-how”的知识必须亲身演练，就像理科生不断地做练习题才能使得定理公式烂熟于心一样
，法律推理技术也只有考反复研习不同的经典判决才能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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