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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律師世家的胡家驃，在英國完成學業，八十年代末回到香港，參與的大部分法律案件都與
內地業務有關，2005年開始，他希望挑戰自己，開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業務發展到成熟穩定
的階段，他便想為推動法治環境做些實事。

最初結識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是機緣巧合，大家在法律的領域內有許多共同的話題，
漸漸變成好友。聊到清華大學的發展時，胡家驃發現，清華大學雖然是全國最高的學府、全球
排名也在30名以內，卻沒有專門的法律圖書館。事實上，現時中國的大學中，沒有哪一所大
學擁有這樣的資源配備。「但如果我們對比英美等國家的知名學府，便會發現，它們都有自
己專門的法律圖書館。」法律實際上是個很專門的學科，因而豐富的書本、教材十分重要。
正因看到清華大學現在的需求，他開始構思捐助一間專門的、資源博大的法律圖書館。

視野要國際化
這座計劃於2013年8月動工的法律圖書館預計將於2015年落成、約有100萬本藏書，並將

成為亞洲區最大的法律專業圖書館。胡家驃認為：「如果要培養學生的視野國際化，那
麼藏書便不能只有中國法，也要有很完善的英國法和美國法，給學生和老師參考。」他
指出，視野與國際接軌非常重要。「20年前你做香港律師，可以只提供香港的法律服
務，因為那時全球化的概念剛剛興起，但現在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如今香港律師也
好、內地律師也好，無論怎樣都要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一
年來，他自己做的許多案子都會牽涉德國、芬蘭等國家的法律，這便要求從業者一定要
對世界的法律有大概的了解。而就內地法學院學生的情況而言，儘管大環境已開放多
年，但始終不及香港這樣國際化，因而胡家驃更希望，將香港的經驗帶到內地學府。
「我希望可以讓學生不只吸收中國的法律經驗，而可以通過安排他們去境外培訓等

渠道，拓闊他們的視野。」身為清華大學的名譽校董，胡家驃想為清華法學院的學生
提供一些更切實的幫助，譬如由他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出資，送優秀的學生去歐洲、澳
大利亞等地區的事務所實習，深入了解當地的法律環境和行業操作。這些知識，一定
是書本上學不到的。
胡家驃從個人經驗出發，認為學法律，必須要從多個平面去學。「清華大學目前的

課程已經較為全面，師資配備也很國際化，不只有本地老師，更引進外國教授來給學
生們上課，唯一的不足，是給學生的培訓機會應該再增多。」
他尤其強調，學生不能死讀書，一定要從多方面去吸收經驗、去了解整個環境。

「法律雖然是個很專門的行業，但很多時候只和自己專業的同學溝通也不夠，要和不同
領域的人去交流，才能擴充思路。」因而無論用甚麼方法，重點都是令學生接觸的層
面可以更多，掌握的實際經驗可以更充分。
清華大學在內地的法學教育水準當然有目共睹，但從胡家驃的「香港經驗」去看，

更上一層樓、更加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也應當招收更多外國學生。「這其實是很好
的交流路徑，可以培養本地學生了解其他地區的文化，當然，與國外知名大學建立學生
交流計劃是另一種有效的方法。」

法律工作者的責任
胡家驃認為，法律這個行業在內地發展了20年，已有一定的經驗積累下來，但仍要向

其他國家借鏡。「之前所有的律師事務所都是國營，上世紀90年代之後開始有私營的概
念。」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可否認法律行業發展得很快，但像西方國家，畢竟發展了一
二百年，如果內地讀法律的學生，走出去實習，就會了解先進的運作方式，而這種了解，
對律師行業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做律師，不單是提供服務，還要了解整個事務所內部的
管理以及行政等方方面面。」
在教育方面，他不敢說自己有太多經驗，但在和清華法學院的學生聊天的過程中，顯然能

感受到他們最渴望了解的問題還是職業發展路向。雖然許多讀法律的學生最終未必會去事務
所工作，反而有可能進入政府機構，但至少他們都會關心，下一步該怎樣走。而他在成為名
譽校董、進一步了解清華大學實際情況之後也加深了之前對內地學生的看法。「他們很專注，
很有上進心，一般也不會太分心，很有目標和方向感。」
但職業和讀書畢竟是兩個很不同的方面，想成為一個好的律師，培訓經驗會起到極為重要的

作用—一切都要按部就班。「譬如我自己做收購合併，在學校讀法律時，雖然也會讀公司法，
可是實際做律師的操作過程中需要懂的那些東西，大學並不能學到。」單是收購合併，就要在法
律知識外，自學不少財經方面的知識，以及人與人的溝通技巧。正如胡家驃所說：「律師也是服務
行業，所以溝通是工作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然而這些，在學校當然學不到，所以更加需要學生建
立自學的自覺。
人人皆知，香港的優勢是法治健全，而胡家驃認為，內地也早已意識到法制建設對國家發展的關鍵

作用。他說：「我很開心見到清華大學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們很重視怎麼培養一班優秀的人才去
推動和發展整個法治環境。」這便是建設法律圖書館更深一層的意義——資源的完備是建立健全環境的
基礎。而唯有健全的環境，才能培養出合格的執業者。
「以法治來講，法律法規是必要，法院是最後的防線，但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怎樣去應用法律法規。」

胡家驃說：「這是所有和法律事務有關的人要共同承擔的責任。」他堅信，從最基礎的層面來講，只有培養
好法學專業的學生，給予他們好的環境、物資，才會讓這項教育事業慢慢看到進展。這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而是一代人的使命。
儘管法律行業的區域屬性，決定了「法」與「法」之間不能通用，拿香港律師牌照的律師在內地並不能執業——

反之亦然，但看似不能跨越的各個區域的法律內部，卻相互交織出全球的法律環境。「雖然面對不同區域的法律條文
時，我不能提供別的地區的法律意見，但至少我要對別的地區有所認識。」譬如在他接手的案子中如果牽涉到芬蘭當地

的法律意見，自然會由當地跟進，「但我也要有初步的了解。這就是為甚麼我希望學生不要純粹讀中國法，一定要對其他
國家的法規有基本認識。」
剛剛畢業的法學院學生，從最基本做起，在香港要經過兩年培訓，才能拿到律師牌照。但拿到牌照，也只是一個開始。胡家

驃說：「重要的是之後的經驗，吸收多與少，是走出校門後自己要做的事。」
20年前他那一代人走入律師行業時，根本無法想像今天的世界會演變成這樣——早已不再是當年文件傳輸要通過傳真的年代，如今

的步伐太快，也意味 律師的壓力增大，工作量相比過去會增加兩倍甚至三倍。「現在的法律法規比20年前也要複雜很多，因為事情複
雜化了，法律法規也跟 複雜，那麼律師的工作自然也變得複雜。」但或許這正是新時代律師們必須面對的挑戰與機遇。身為中國首間專業

法律圖書館的幕後推手，胡家驃希望，他的後輩們，可以走得更好。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身為法律工作者，可以怎樣切實推動法律教育？香港知名律師

胡家驃為我們作出了示範。日前獲聘為清華大學名譽校董的本土資深律師胡家驃與他的父親

一道，聯同本地著名企業家捐助巨款，支援清華大學建設全新的法律圖書館，而這座預計

於2015年落成的清華大學新法律圖書館，更將成為中國面積最大、設施最先進的法律專

業圖書館。本港精英，為國家法制建設身體力行作出貢獻，只因胡家驃願意用自身對法

治文化的一腔熱愛，在法學教育的環節中做得更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部分）：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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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胡律師：
非常感謝您和夫人胡楊曉鳳女士12月4日專程來清華大學參加「清華大學

名譽校董」聘任儀式。我們很榮幸您能夠接受聘任，擔任清華大學名譽校
董，為清華大學和清華大學法學院的發展貢獻您的智慧。
我代表法學院特別感謝您和您父親胡寶星爵士的大力支持，使得我們

可以建設一個新的法律圖書館。新法律圖書館建築面積達到10000平方
米，將是中國乃至亞洲規模最大、設施最先進的法律專業圖書館。
習近平先生12月4日在紀念中國現行憲法公佈施行30周年大會的講

話中指出，「憲法與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息息相關」。「法治是治國
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可
見，建設法治已經成為全體國民的共識。要建設法治，必須要有
大批好的法律人才；而培養好的法律人才，必須要有好的法學
院；好的法學院，必須要有好的法律圖書館。世界一流法學院
無不都有一流的法律圖書館。因此，您和您父親對清華法學
院的支持，不僅是對清華的支持，不僅世世代代的清華學子
受益，而且是對中國法學教育和中國法治的支持和承諾。
清華大學法學院1995年復建以來，一直得到香港法律

界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巨大進步。在今年英國QS全球
法學院排名中，我們名列全球第26名，進入全球30
強。但是我們深知與英美老牌法學院相比還有很大
差距。我真誠希望我們一起繼續努力，把清華法
學院早日建設成為中國最好、世界一流的法學
院，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培養大批優
秀的法律人才，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再次致以誠摯的感謝！

王振民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2012年12月

王振民去信胡家驃律師

中國首間法律圖書館的推手

■胡家驃與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