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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中国社会由古代转入近代。 但是，法律和法律制度，

以及作为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问及其传授一一法学和法学教育，

并未随社会的这种变化而同步进入近代。 直到 19 世纪结束，在这

不算太短的 60 年里，由于没有新的近代立法，没有新的教育体系，

中国的近代法学和法学教育并未展开。 这中间，尽管有同文馆和

广方言馆等的公法学，以及北洋大学堂的律例学教育，外国法律法

典和法学著作亦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传播。 然而就整体而言，解释、

指导中国立法和司法的学问，仍然是传统的古老律学。

系统而有组织地讲授近现代法，把法作为研究对象，把法学作

为近代教育的一个门类，实在说，是始于 1902 年 。 这一年，除了清

延下令"参酌各国法律从而启动了晚清的 10 年立法活动外，京

师大学堂仕学馆开学，比较系统地讲授法学课程，标志作为知识体

系的近现代的法学和法学教育，已被最高当局认可并有计划地加

以推行。 1904 年，~奏定大学堂章程》更将法律学列为 10 种专门学

之一。 以此为端， 100 年来，法律学始终是我国大学的学科之一。

1904 年确立的我国大学法律学学科，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当时

的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都有这一学科设置。 但是，山西大学堂

的法律学科，不知何时销声匿迹，北洋大学堂法律学则于 1917 年

蔡元培先生长北大之时并入北大。 因此，就大学法律学科的设置

而言，能有百年经历者，阙惟北大。 也因此，北京大学的法学教育，

适成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缩影。 研究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和法学教

育，就不可能回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历史发展。

自 1904 年法学列为京师大学堂的正式学科之日起，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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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就与我国近现代法学和法学教育同命运，浮沉起伏，历经百

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由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法政科法律门，到

民国初期的国立北京大学法科法律门，再到国立北京大学法律学

系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国立京师大学校法科、国立北平大学北大

学院社会科学院法律系，再为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抗战爆

发后的长沙临时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

再到抗战胜利后的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 1954 年后的北京

大学法律学系，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法学院。 从北京的马神庙，到长

沙的韭菜园，从云南的蒙自、昆明，到今日的燕园 。 不用细读它的

历史，仅就这些名称的变更，就能使人感受到其中的动荡;仅就它

的南北足迹，就能使人明白它的艰辛。 这就是北大法学院，同时也

就是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和法学教育。

本书的撰写，缘起今年的法学院百年院庆。 为了筹备百年院

庆，2003 年暑假，法学院的领导们，委托我原担这一研究课题。 我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十多年，既然无法推卸我对法学院的责任，自

然也就无法拒绝这个委托。 为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这一课题，我

请来对这一课题既有兴趣，又有所了解的俞江、李启成、孙家红三

位。 我很欣慰，他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从 8 月下旬起，

他们抛下于头所有的事情，不辞辛苦，全天候投入工作;甚至国庆

长假也没有去观赏那大好的秋日风光。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到

10 月下旬，终于把散落在北大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以及北京档

案馆中的有关资料，初步收集起来。 在这样的基础上，分工撰写，

最后由我统稿。 这就是本书撰写的全过程。

从这个过程，读者可以看出，在毫无资料准备的状态下，完成

一个前人从未做过的、跨越一个世纪的课题，时间远远不足。 正是

这个原因，我对本书是不满意的。 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比较详细

地解说中国近现代法学学术发展这一 目的。 只是第一二次比较全

面、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粗线条勾勒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百年历

程。

2004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 100 年，在中

国国内，再没有比它更老的了;但是，和国外相比，它又太年轻了 O



它有光辉的过去，但是远未达到国家民族对它的期望和要求，也远

未达到世界最好的法学院的水平。 "路漫漫其修远兮"北大法学

人在为此而努力攀登。 我想，这是北大法学人纪念法学院百年华

诞真意之所在，同时也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李贵连

2004 年 3 月 16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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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京师大学堂之前的近代中国法学教育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一套适用于农

耕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尽管在其制度框架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法律职业和职业团体，但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的实际需求使得其法

律和司法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知识范畴和从业特点。 虽然

传统中国社会没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从哲学意义上系统阐释自然

理性和人为理性的区别，也没有把法律和司法领域视为一门艺

术①，但在实践中认识到真正从事法律和司法工作的人，必须经过

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方足胜任。 因此传统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学

光绪葵卵仕学馆合影

l 参与()、)爱你华 . s 号文 :1'λl 叫'汇;1，; (11" ，;':)级;.!，:"'!'f去$ • ~~q II:JI J if .:Jl正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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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和模式。 如中同台湾学者张伟仁先生的《清代的法学教

育》就是对中国传统法学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ι

但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正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成都不重视法

学，当时从事法制工作的官吏和书役主要是向修马克从师受业，这种

方式不同于近代以来以学校为载体而展开的法学教育。 中国社会

进入近代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法输入，随者两方法的移植，近代法

学教育的内容也迥异于传统以律学为核心内容的法学教育。 京师

大学堂法科创办之前中同的法学教育已不是完整的中国传统意义

上的法学教育

中国较

早讲授西方

法律的教育

机构是京师

同文馆。 同

文馆的设立

是鸦片战争

以来中外交

涉的产物。

设立同文馆

的初衷是学

习西方的语

言 文字，培

养翻译人

员 。 但随着

洋务运动的

同文馆旧址

展开和中外交涉的需要， 1867 年 12 月，同文馆决定聘请已经在馆

I 1kfhf: ' Ì1 fJf\'.l f~Jil，?辛í (f .jl • ~~Il P 力编 '1' II~ 11 j I' .l'~ (ì之旦前 :;. , rj , " ‘1 Jf'..{ ，1.人'γ~ :1: 
I~，↑ 1 1997 ~II加



担任英文教习的丁题良 (W. A. P. Martin) 也开设国际法方面的课

程。 1869 年 9 月丁题良正式被任命为同文馆的总教习兼万国公法

教习 。 从 1870 年以后开始实行的课程表来看，无论是八年课程

表，还是五年课程表，万国公法都被列为高年级阶段学斗的课目 。

鉴于此，有学者指出"仅从课在上看，公法一课被列在语言、科学

等课之后学习 。 这种编排课程的思路，颇似今天美国法学院对于

法律学习的课程设计。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题良自担任总教

习以后，要把同文馆办成美国式的‘学院'所作的努力 "2 这个结

论虽然含有猜测的成分，但结合光绪十二年的大考题五题(其中有

两题直接跟英美有关，另外三题屑于普遛适用的国际公法η ，再结

合总教习丁届良的教育背景，同文馆的国际法教育更侧重于受英

美法的影响之说并作臆说。

从同文馆开始，学习公法的观念随之传遍开来，上海广方言馆

聘请了法国法学家鲍安(Boyer) 讲授国际法，广东水陆师学堂则聘

请了英国的哈柏( Harper) 讲授公法学 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

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深，变法的呼卢高涨，改革传统的法律

和司法制度成为一重大问题之后，为培养新式法律人才，一系列近

代大学法科得以相继创办。 比较著名的有北洋大学法律手斗。 北洋

大学法律科是较早开设法科的大学校，且后来并入北京大学法科，

成为北大法科的一部分。

n .\.li II . 1827 1 <} 16 . )、 1 11 人. 11'- "1 {Iλ1 1 1 (Il衍'在:纳千~I ;J'Ji ~"J 巳't!. i'11 .,;:: 1沈 i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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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洋大学法科英美法系教育模式的选择和评判

北洋大学于 1895 年由盛宣怀创办，当时称为天津中西学堂。

该学堂成立之前曾拟定《天津头二等学堂章程~ ，由北洋大臣王文

韶奏准施行。 这个章程所规定的分科和教学模式是美国传教士丁

家立 (Charles Daniel Tenney) 挂照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学制为

蓝本设计的。 学堂分为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两级，各以四年卒业。

"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西学之根抵皆从此起" 。 "凡欲人二

等学堂之学生，自十三岁起至十五岁止，按其年岁，考其读过四书，

并通一二经，文理稍 }I民者，酌量收录;十三岁以下，十五岁以上者，

俱不收入。

二等学堂之

学生，照章

须习西文四

年，方能挑

人头等学

堂。"头等学

堂，即外国

所说的大

学，分专门

学为五 : 工

程学、电学、
北洋大学堂主楼正门

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 所以"大约二等学堂所学功课，以英文

为主，头等学堂所学功课，则以各种实用科学·…..等为主。 "①头等

学堂中的律例学门即后来法科的雏形，它开设多门法律科目，以培

养专门的法律人才为目标，这不同于同文馆所开设的国际法课程

以培养外交人才为依归。

天津中西学堂律例学门开设之时究竟由哪些人担任授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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