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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从法律职业需求的角度探求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缺陷，并以美国法学教育作为对照铺陈
从教育到司法，再到法学研究的螺旋上升的可能互动历程。

　　这一比较研究不是简单的罗列相同点和不同点，而是以普通法教育的思维方式为脉络，展示中国
法学教育在培养律师（包括检察官）、法官、法学者的专业知识方面存在的根本缺陷，进而揭示了中
国法学教育的失败。
再辅之美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当下运行体制及其承载的功能的对照，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得到进
一步展示，同时这一对照也表明了本书对突破中国当下法学教育窘境的可能路径。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以美国为参照的思考》的另一个特点，一方面，不断地
提出问题：第一章在于从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本身揭示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缺陷，第二章则从法律职
业所需的角度解释中国法学教育很难提供这些知识，第三章以美国为参照则进一步反照中国法学教育
的脆弱。
简而言之，前三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即无法为未来的法律人提供达到基本要
求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

　　另一方面，又不断解决问题。
在每一章，基于中国问题意识，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却又潜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可能路
径，在第四章则对本书的基本问题作了一个最后的、相对完整的、中国语境下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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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教育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法学教育当下的困境
二、法学教育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剖析与论证（一）
三、法学教育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剖析与论证（二）
四、既然制度已然被虚置，为什么我们还乐此不疲？

五、中国法学教育何处去？

第二节 如何研究中国法学教育：一个方法论的分析
一、导论：方法与理论的问题
二、现有的研究框架概述
三、对现有研究框架的评析
四、笔者的思考：从司法改革视角分析中国法学教育
第三节 问题的另外一种提出方式：如何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
——从法学教育的视角研究
一、导论：司法改革的困境
二、现有的关于司法改革的研究框架
三、对现有研究框架的评析
四、本书的主张：从（普通法）法学教育的视角出发
五、结语与开始
附录（一）：法律教育中的人、事与史——读王健的《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
一、法学教育中的“人”
二、法学教育中的“事”
三、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史：流动的思想
四、作为开始的结语
附录（二）：浅析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
一、为什么研究方流芳法学教育思想？

二、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
三、方法论思考：如何研究法学教育？

四、结语
附录（三）：浅析苏力法学教育思想
一、提出问题
二、从“历史事实”中体察法学教育问题
三、从法学教育外部审视中国法学教育
四、对苏力法学教育思想的初步评论
五、中国语境关于法学教育的再思考
六、结语
附录（四）：浅谈何美欢法学教育思想
一、为什么研究何美欢
二、《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告诉我们什么？

三、潜伏的前提与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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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值得继续思考的地方
附录（五）：中国法学教育的双输？
！

⋯⋯
第二章 法律共同体需要什么知识？

第三章 美国法学教育体制概述
第四章 对策与结论：试问中国法学院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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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就是说，诊所法律教育制度运行的前述情况，即从师资角度分析，也是只有被虚置的结
果。
 最后，从客观实际的情况看：诊所法律教育被中国法科学生的数目架空了。
由于学生数目的巨大（关于这些数据，可以参阅前面的叙述），实际上只有一少部分学生可以参加，
如果让所有学生都参加的话，教育制度必然瘫痪，因为它是一个耗费高且精细的工作，非粗放型的事
业。
而前述的不足，使得更多学生也不愿意参加诊所法律教育，即使参加，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或者是
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情况。
 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当下中国法学专业的就业问题、考研问题，以及整个社会学习风气导致诊所法律
教育在中国被全面虚置。
 不过，笔者还想指出一点，虽然诊所法律教育最终被虚置，却不仅未见消失，恰好相反它还有扩大趋
势，原因在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支持；其实，法律援助制度本身运行得并不好，但的确为社会上的弱势
群体提供了一些渠道（不一定是纠纷解决渠道，根据我一个亲身参加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告诉我，
这只是增加了一个倾诉的渠道而已，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又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存在又有一定的意义——于是，鸡肋形成！
 四、既然制度已然被虚置，为什么我们还乐此不疲？
 通过上面两个阶段的分析——虽然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并不能截然分开，但是从事项的视角分析还是
泾渭分明——本书所论证的问题，即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已然失败，根源在于一个
事实，这个事实是经过两个阶段的法学教育改革实践的事实，即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特别是改革而来
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根本上被虚置，也就是说原来的制度与新来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但中国法
学教育制度却仍然依照原来运作模式进行，用了一个新瓶装了旧酒。
 如果将之简单化的话，即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景象经过这么多年的描绘，已然形成了这么一幅动态画
面，即“改革——被虚置——失败——再改革——再被虚置⋯⋯”的画面，形成了基本上在原来的基
础上不断重复的局面，维持了原来的运行模式；虽然从知识上看，好像有增加，也的确增加了。
在这里，笔者想问一个问题，即在制度遭到虚置的情况下，改革，失败，又改革，又失败，那么为什
么还改革，而且还乐此不疲，好像患上了“改革综合症”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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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以美国为参照的思考》在整体上渗透了一种历史梳理的思考进
路。
可以看出，作者尊重前辈，向他们学习，并踏着他们的路继续走。
另一方面，作者从法律职业(更为宏观地说，是法律共同体)视角思考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缺陷，暗示
在未来的法学教育中，应该从培养未来的法律人需要具备的、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和理念、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等方面着手。
在思考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揭示了它们本身互为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即
我们不仅仅可以把法学教育作为本体，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思考法学教育的缺陷；也可以从法学教育视
角观察、揭示司法改革的问题。
作者更进一步揭示法律职业(法律共同体)内部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从知识角度展示它们的不同，但是
这种不同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不同领域的差异，是一种在知识上递增的不同；而它们的相同点则是
案件事实(与后面隐含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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