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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君大伟，一个挺普通的名字，后来大概是为了在外国生活的方便，他又取了个谐音的英文名字
——David(大卫)，也挺普通的。
不过，两个普通的名字能够自然地合为一体，这偶然中也就体现出几许特别。
或许，这种特别就应该使他的名字颠倒——从“大伟”变成“伟大”？
我想，现在还难下定论。
不过，他在这本随笔集中确实谈及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人物，而该书的书名也着实勾起我心底的一
些“北京往事”。
　　大伟君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窗。
那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法学院，只有法律系，研究生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规模。
我们那一届硕士研究生只有22人，而且几乎90%都是男生。
在这班同学中，大伟君似乎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属于“中间分子”。
首先，他的年龄居中。
我们班里有些学生已过而立之年且已为人父母，一入学就被同窗尊为“老”；有些学生则二十出头，
刚开始涉足恋爱生活，自然被同窗称为“小”；大伟君既不适于称“老”也不适于称“小”，只能称
“大”，因此倒保留了自身的名号。
其次，他的身材居中。
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他算不上人高马大，但也算不得身材矮小，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一类
。
再次，他的口才居中。
我们班里有几位口才极佳语速极快的“侃爷”，也有几位不善言辞十分内秀的书生。
大伟君平时的言语不是很多，语速也不是很快，但是决非沉默寡言之人，而且言谈中往往会流露出几
分狡黠的幽默。
他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并不是特別有书生气的人。
最后，他的运动习性居中。
由于研究生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体育活动便成为联系大家生活的重要纽带。
我们班很有几位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包括本人，足球篮球排球样样“精通”，但是也有笃信“君子
动口不动手”之原则而从不参与体育运动的人。
大伟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偶尔也会在排球场或足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个极端或偏激的人，而是一个可上可下能左能右的人。
至于学业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我感觉他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而且知识丰富见多识广
，日后定能成为大有造诣的学者。
　　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都住在人大校园东南角的“东风楼”二层的东头。
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班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因此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在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这条走廊都是非常安静的。
除上课与运动之外，多数同学会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看书，少数同学习惯在宿舍里自习。
但是每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走廊里便逐渐活跃起来。
外出学习的人相继归来，留守自习的人也纷纷出屋。
大家或举着一杯清茶，或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方便面，站在走廊里谈论着各种严肃或不严肃、专业或
不专业的话题。
有人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十分雅致的名称一“午夜走廊沙龙”，尽管大家的穿着都很不雅——多数人只
穿背心裤衩，有人甚至光着脊梁。
“沙龙”结束之后，有的人便上床睡觉了，有的人还会利用夜深人静之际再苦读一段时间。
　　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特别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节走廊的西端挂上窗帘，再把各自房
间里的书桌搬出来摆成一条长案，形成一个狭长的“餐厅”。
然后用大家凑起来的“闲钱”买些菜食和装在暖水瓶中的散装啤酒，聚会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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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三位稀罕的女生也是座上嘉宾。
席间，我们会找出各种名目进行饮酒对抗赛或擂台赛，如“南北大战”(以走廊为界)、“三刑战两法
”(刑法刑诉刑侦对抗法理和宪法)、“人大还是法大”(人大毕业的学生挑战法大毕业的学生)等，经
常会战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
记得有一次过年，时任法律系主任的高铭暄教授还亲临我们的“酒宴”，坐在走廊里接受大家的敬酒
并送给我们一些诚挚的教诲。
顺便说一句，大伟君的酒量在我们班也属于中等水平。
　　毕业那年，因为法律系需要教师，所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都留校任教了。
虽然这些年“走失”了将近一半，但是留守至今的仍然不少，如法理的朱力宇和张曙光、宪法的胡锦
光、刑法的黄京平、经济法的王欣新、诉讼法的陈卫东和刘刚，当然还有我。
大伟君当时也留校了，但是没有留在法律系，而是留在法学所，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后来，我们相继去了美国。
不过，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继续教书，而大伟君则留在了美国。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只听说他在美国经商，而且已经相当“发达”。
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不应该离开法律人的队伍，不应该放弃法学
专业。
再后来，他又回到了北京，准确地说是把主要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定位在北京，于是我们又有了见面的
机会，大多是在老同学聚会的餐桌旁。
　　大约是在2004年的冬天，由于我在为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编《法学家茶座》，就约他在闲暇时写一
些法学的杂文或随笔。
我本以为他会忙于商务而无此闲情逸致，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给《法学家茶座》写的第一篇
文章——《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发表在2005年7月出版的第8辑《法学家茶座》
上。
从那以后，我便不断地收到他写的文章，并相继发表在《法学家茶座》上。
我渐渐发现，大伟君在步人商界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心底保留丁关于法律的思考，而且有心地积累
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写作素材。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法律人——至少是半个！
　　为此，我诚挚地向读者推荐大伟君的这本既有情趣也有思想的随笔集。
在这里，我也套用他的战友王朔的一句名言——在这本书里，一半是商界的海水，一半是法学的火焰
！
那么，最后究竟是海水熄灭了火焰还是火焰烧干了海水？
请读者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何家弘　　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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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收集了作者周大伟近两年来的随笔作品，它们是作者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
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
缝隙中，看到中国自身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往事>>

作者简介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旅美法律学者。
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院访问学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专利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王作。
现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投资顾问业务和法学教研工作。
  
　  现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美战略合作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
究员、《环球时报·瑞致增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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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相信，《北京往事：周大伟随笔集》总有一些往事能把你打动。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接见的第一批外宾是谁？
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如何打乱了一个普通的家庭的生活？
王明居然担任过新中国的第一任“立法大臣”？
王朔在当兵时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桩桩往事，由周大伟给你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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