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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化，首先要对“文化”进行定义。文化是和知识相对应

的一个词，文化和知识都是人类对自然、对人类本身的探索

所留下的印痕，但是，知识可以离开人本身，变成书本、文

字等各种物质形态而独立存在，但是文化却是和人类个体，

或者说具体的人紧紧相连的，是以“人”为载体而体现的。

按台湾学者龙应台的说法，文化就体现在一个人的一举手，

一投足之间。 但是，文化又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东西，存在着

很强的社会性，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其他人影响，而独立存在

的个人文化现象存在。因此，文化的特性往往在一群人（群

体）、一类人（阶层）、一方人（地域）、一族人（民族、

家族）才能有明确的体现，或者说，人们只有观察了上述群

体的人的综合表现才能对其文化形成一个明显的印象和明确

的结论，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律师文化的原因。我

们提倡律师文化是希望律师作为一个阶层，能用他优秀的文

化表现来相互影响，同时也对社会、对其他阶层和群体产生

影响，从而能使之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化还

有一个特点是，文化不是一个浅层次的东西，任何一种短暂

的教育和学习形成不了一个人的文化。文化是一个人最基础

、最底层修养的反映。为此，文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现

象。他是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所形成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及

他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及性格、心理的综合体现，而这种

体现又和他所处的环境、群体息息相关、紧紧相连。因此，



我们几乎可以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民族心理、社会心理或者是

群体心理。 文化的形成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不

自觉的的文化是他本身的性格心理和他所处的群体、包括家

庭、社会、环境所影响的结果，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结果

。但这种不自觉的文化往往是一种低层次的文化，是精华与

糟粕并存的文化，甚至是糟粕多于精华的文化，而当这种文

化表现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时，我们往往会说他“没文化”

。而自觉的文化追求往往是对我们所处的民族心理、群体心

理、社会心理有深刻的、理性的认识之后，而确立的一套合

理而正确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知识追求、行为和认知能

力的追求，在这种不断的追求、学习和对自身的完善中，从

而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身上形成的一种高尚的、具有强烈

张力和影响力的文化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对律师文化作出

如下定义：律师文化是律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吸收人类

的、国家的、民族的优秀文化基础上，所确立的用以自觉追

求、相互教育、自我学习的有着本行业特征的优秀精神内核

和行为准则。他包含着律师行业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认

知能力、行为规范等等多层次、多方向的追求。 二、律师文

化的内涵 律师应当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或者说，律师需

要一个什么样的优秀文化来作为一个团体追求的目标？怎样

把律师所追求的先进文化与其它行业、阶层所追求的先进文

化特征区分开来？律师行业追求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对本行业

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力？这就

是本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 1、把尊祟法律、追求现

代法律的最高精神作为人生和工作的最高准则。 律师是一个

法律职业者，按我们流行的话说，是法律人，是靠法律吃饭



的人。那么，作为律师，就应当相信法律、尊祟法律，追求

现代法律的终极精神，这其实是一个律师的基本职业道德，

就象医生，应当以救死扶伤、治病求人作为最基本的职业道

德一样，但是，我们很多的律师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相信法

律，宁愿相信关系，他们把很多功夫不是下在对法律适用、

对证据的分析上，而是下在走当事人的关系、走法官的关系

、走当权者的关系上，只要能取得代理费，取得胜诉的结果

，他们会把法律的原则，法律的能力远远抛到脑后，为此，

这些律师，从某种角度说，他们不是靠法律、靠律师本身的

职业特点吃饭的，而如江平教授所说，是一个法律的掮客而

已。 而有的律师，他也懂法律，受过法律的专业训练，但是

，法律的公平正义、尊重人权、尊重事实的精神对他来说却

是不存在的；一个法条，他代表原告一方的时候，可以是这

样一种解释，而且解释的振振有词；而他代表相对一方的时

候，他可能作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振振有词的解释；他作为

代理人上法庭的时候，他可以否认本案的基本的，甚至于被

证据所确认的事实，只作有利于他当事人的一套对经过的说

辞。当然，作为律师，本身是代表一方的，需要让当事人胜

诉，而不需象法官一样对案件作出公平的裁断，为此，律师

需要为当事人的胜诉付出权变和谋略，甚至向权威、社会心

理习惯作出妥协。但是，这种权变也好、谋略也好、妥协也

好，应当是有原则的、有限度的，这种原则和限度是不违被

法律的基本准则、不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良心。 那么，怎样

才能做到尊祟法律、追求现代法律的最高精神呢。那就需要

不断的学习和寻找法律的真谛。我们单独去看一部一部具体

的法律法规，有些可能看不出来其背后的法律精神，有些具



体的法律规定甚至是和法律的精神相违背，为此，我们有时

候需要顺着现代法律的源头，弄清法律的过去、现在、未来

，弄清法律所保护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弄清法律是怎样保

护着人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弄清什么是法律

所尊祟的自然公正和法律公正。弄清楚法律是怎样从公平正

义的原则出发，平衡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弄清楚一部又一

部优秀的法律的文字背后是怎样具体体现这样的原则，也弄

清楚有一些具体的法律在这些原则上可能有些缺失、有些失

当，有需要更正和完善的地方。为此，一个好律师、一个优

秀的律师，就在于能站在法律的过去、现在、未来，从公平

正义、保护正当合理的权利的高度出发，去阐释法律、解释

法律、运用法律、宣传法律，从而体现出律师的专业水准、

道德水准和法律高度。 可以说，律师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

部分，而尊祟法律、追求现代法律的最高精神是律师文化的

基础，如果，律师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尊祟法律的道德心理

习惯，律师文化就无从谈起。 2、律师要有丰厚的人文精神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予社会政治生活的的热情和能力。 

《律师法》将律师定性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就叫社

会工作者也不无不妥。律师的职业特征非常象医生，医生诊

治的是人的身体之病，而律师医的就是社会之恙。其实，自

从世界上有了一个叫“律师”的职业，他所出演的就是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他总是被国家政治生活的聚光灯照得神

彩奕奕、彪炳青史。在法治国家里，他就是经世的良医，纬

国的栋材，是精神的贵族。但是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情况

却不太妙，律师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一些“另类”的

感觉，不入主流也不入末流，主流中，“贵”者为官，“富



”者为董事长、经理，就是找不到律师的地位，律师成了靠

法律混饭吃的手艺人。但律师是需要自已的地位的，律师手

中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任何利器，律师只能靠讲法律上的

道理、将治世纬国的道理而存在。律师需要自己的话有人听

，需要和所有的“贵”者、“富”者平等对话和交流，这就

需要主动去改善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制环境，以保护广大人民

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这就需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自己的

地位和地盘。 这种“另类”的状况既有体制本身的原因，同

时也有我们律师自身的原因。有人在诘问“法律人”，当然

也包含我们律师：当社会政治社会中逆风劲起，人的权利遭

到无情践踏的时候，法律人在哪里？当一些法律和法规与法

律原理背道而驰，当一些法律和法规破绽百出，作为参与法

律实践生活最多，最明白法律的缺陷和漏洞应当怎样填补的

律师，又在哪里？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德先生”“

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就开始在中国发端、滥觞，这是

现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实际上也是现代法律的核心。作为法

律人，参予社会政治生活，用现代人文思想引领社会也是有

应有之义。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律师，到了现在，却成了现

代人文思想最为缺失的一类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在我们

的政治生活中，有哪一位律师成了思想上的巨人、精神上的

强者或者政治上的引领者？而就是能在政治生活中能发出让

大众能够听到的声音的人也寥若晨星，我们成了社会政治生

活的旁观者，往往只能在法庭上、在法官检察官的夹缝中，

演一个配角；或是做了目前超速发展的经济巨兽的附庸。有

很多律师很久都想不到拿起笔来，对自已的专业，做一个象

样的总结和梳理；就是有这样的一类文章，也仅仅是业内的



一些影响，而无关乎大众的痛痒。 而人文知识缺失恰恰就是

缺乏参予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的根源，因为，一个真正具有

人文精神的人，他就有关心广大民众，关系国计民生，关心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我们的环境的责任感和进取心。 这就

说明，我们现有的文化还是一种不自觉的生存文化，打官司

赚钱的文化，我们没有自觉的把律师这个职业与社会政治生

活应当起的作用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律师这个职业应当具

备参予社会政治生活、引领社会前进的人文高度。为此，我

们提倡的律师文化建设就必须鼓励律师们具备应有的人文精

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心和具备参予社会政治生活的

能力。 3、律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职业操守。 前

面说过，一个人的文化体现的基础是道德操守、发展是价值

取向、完美体现是学识和修养。那么，在律师文化中，道德

情操和职业道德是不得不提的东西。 但是，道德情操却是一

个有宽泛定义的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域

，都有不同的认识和要求，那么，我们怎样定义我们律师这

个行业所追求的道德要求呢？我认为，对律师文化所追求的

道德操守必须和时代性及律师行业的特征结合起来，律师行

业的特征就和法律打交道，法律的精神内核就是要求重视人

权、重视生命，重视公平和正义，这也是现代法制社会的要

求，根据这两条定义，我们就可以从中引出两个说明一个人

道德修养的词汇：善良、公平。善良是一种悲悯情怀，是对

人、对生命的一种怜惜，有了这种善良的情怀，就不会为恶

，不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会漠视生命更不会毁灭生命!而公

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案件案件之间关系之间的准则，

他不仅仅是现代法律的要旨，实际也植根在我国儒家文化的



深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实质也是公平，我认为，律师有了这两条

道德修养的准则，他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他的律师人生就会无愧于天地良心。 为此，我

认为，律师道德修养的关键词应当是“善良、公平”。 那么

，律师职业道德的修养的关键关词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也可

以从现代法律精神中找到答案。律师职业全部法律特征就是

“委托代理”，而委托代理对受委托人的要求是：诚信、勤

勉。而所谓“诚信”，就是忠诚、诚实、守信的意思；忠诚

，就是忠于委托人利益：这其中自然涵盖了为委托人保密、

不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不谋取当事人讼争的利益等原则；而

诚实，就涵盖了如实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项、如实执行委托

人指令等原则。而“勤勉”原则，就是要勤勉努力地完成委

托人的委托事项，而勤勉的可以拓展的含义还有必须通过勤

勉努力，提高为委托人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或者最基本也要

具备完成相应委托事项的水平，而没有这个能力，就应诚实

的向委托人说明情况，建议他寻找能够提供相应水平服务的

律师。为此，律师职业道德的关键词应当是：“诚实、勤勉

”。 4、律师应当具备对法律与证据进行精湛的专业分析和

综合能力。 一个律师，他区别于其它职业的特点是什么？人

家接触你，你怎么能让人很快感觉到你是一个律师而不是其

它什么职业？这就要谈到我们这个职业的基本文化特点：精

湛的专业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律师是法律工作者，但律师

不仅仅是会背诵和引用法条或法典，其实背诵和引用法律和

法典是大学本科生的事，收集运用证据，分析证据和法律，

从而综而得出符合事实与法律的结论，这才是律师的事。就



象一名医生，头痛开医头的药脚疼开医脚的药并不是好医生

，医生的能力应表现在通过病症的表象经过专业分析找到病

因，并使用各种专业手段治好病症。 而对于法律和证据正是

如此。法律，即使是一部好的法律，其语言在外延和内涵上

也不完全是周延的，这和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的张力和模糊

性有关，如果你顺着这些语言的迷城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很

多岔道，如古人说的岐路亡羊一样，为此，怎样给法律的岐

点一个正确的定义，怎样拨开语言的迷雾，找到法律的真谛

，学会在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条正确的线以分清那部分归属

为白天哪部分归属于黑夜，这就需要我们的法律分析能力。 

而对证据，更是这样。我们说，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过去了

的事；那么，这个过去了的事我们不可能坐一个时光飞船回

去看一看，我们只能通过证据来还原他们；而证据又是什么

，是过去事实上掉下来的碎片，而并不等于事实本身，证据

要通过我们的经验、分析、综合能力来还原成事实的，为此

，还原带着我们主观因素，我们的分析综合能力越强，我们

的还原就越接近于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要在一个证据中得

出一个合理的结果，我们要鞭辟入里，把对方的、法官的不

合理的对证据的认定给推翻，这就需要我们精湛的分析和综

合能力。 按说，这种分析和综合能力是一个律师应当具备的

基本素质，不应当作为律师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提出来；但关

键是，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专业训

练，我们往往是大学本科毕业后通过资格考试后直接地进入

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些能力是各人根据自已不同的悟性得到

的，有的非常强，而有的却非常弱，甚至弱到不如一个没有

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人，这种极度的不平衡不能反映整



个律师行业的文化水准。为此，我在此提倡专业分析和综合

能力的取得，是希望把它作为律师文化的一部分，把这样的

专业分析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在律师行业内部制度化，经常化

，使其成为律师文化特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5、律师应当有

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在文化上，应当是一个“学者

”。 江平教授在谈到律师分类的时候，把律师分为学者型律

师、专业型律师和讼棍型律师。而我们提倡律师文化，实际

上就是我们自觉的为律师树立一个需要“跳起摘桃子”的标

杆，让我们的律师跳起来，达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为此，

我在这里提到了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 其实，专业知识是做

一个合格律师的前题。作为一个律师，具备了对法律的精通

、专业的分析能力，其实也只是得到了法律这样一只筐，法

律其实和音乐一样，是一个空筐结构，只有把有关案件和事

实装进这只筐里，分门别类的摆好，这只筐才能起到作用。

那么，律师就必须精通所接触的专业知识及和这个专业相关

的法律知识，才能够提供精专的法律服务，才有一个直正的

律师样。为此，我们要在律师业内提倡专业化的精神、专业

化的学习态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让专业精神成为我们律

师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人文知识却是另外一种，它实际上是

一种“诗外”的功夫，可是，它却是最能够体现律师文化的

辉光、突出律师文化的魅力。它是律师能够将业内的影响变

成对社会的影响的突破口，同时，人文知识又反过来影响律

师的专业，帮助律师在从业中充满人格魅力，强大专业能力

，这就是所谓“尔今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而人文知识和

学识的学习和丰富又是最难的，因为人文知识是一个非常庞

大和广阔的领域，它包含哲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心理



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甚至还有各种科学知识，任何一个

门类想要了解全面都难，更别说精通，甚至能够研究、运用

了。 但是正因为难，就需要我们需去提倡、去褒奖，让律师

这个群体中多一些爱学习的人，爱读书的人，爱思考爱创造

的人，多一些学者型律师，专家型律师、多一些律师身份的

哲学家、心理学家、作家、艺术家，律师行业中有了这样一

批领军人物，那么，律师就能够成在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

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律师文化就能够成为我国先进

文化的组成部分。 上面是对律师文化的内核进行一些简单的

、粗线条的描述，律师文化的内涵应当远远不止这些，比如

，律师应当还具备强大社会活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律师

要有团队协作精神，要有纪律和自律精神等等很多方面的精

神，而且上面提到的和现在补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大课题，有待同仁和专家们来阐发和研究。 三、我

们努力的方向 应该说，中国是一个专统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

，有很多优秀的文化精神都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但是，

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断层和价值观的混乱境

况。经过十年动乱，我们基本上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和糟

粕部分就象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一样去全部倒掉了，我们颠

覆了所有传统的东西，但我们确实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成系统

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通过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在

追求财富、创造财富中迷失了精神和思想的追求，人们变得

浮燥、现实；而引领人们精神走向的学界，犬儒盛行，附庸

潮流，既没有了高远深邃的目光，也难有脚踏实地探索过去

、发现未来的恒心和耐心；而我们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如电

影、电视、相声、小品，却充斥的是把无聊当有趣、把低俗



当有趣，甚至把?悠(也就是骗局)、暴力当有趣，我们这里几

乎成了一片没有文化的文化沙漠! 但是，我们却在企业文化、

行业文化和产业文化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因为，企业、行

业得服出市场经济的指引，服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

没有诚信，则交易最终将会受到阻碍；如果没有纪律和团队

精神，企业将不能发展；如果没有公平，则社会没有和谐；

如果没有哲学和艺术，则整个社会就没有精神。正因为如此

，那些高瞻远瞩的企业、行业的领导者们，就在他们的企业

、行业中推出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他们是有目标

的、有组织的、同时又有相应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来保障

，使一盘散沙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在企业、行业、产业内

得到了发扬，难怪，有人说，发展中国文化的希望在企业和

行业! 而正在此时，我们的律师界开始提倡我们的律师文化建

设，这对我们全体律师来说真是一个好的消息，就律师这个

团体来说，我们本身是所有行业中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那

么，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文化的兴起发展应当是最有希望的

。 当然，律师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观念的、

组织的、经济的保障，这就需要我们行业的领导开明、透明

，始终如一的推进、提倡律师文化的建设，褒扬律师文化的

先进代表；需要我们的协会起到积极的组织、协调、引导、

帮助作用，需要我们全体律师积极、热情的姿态参予进来，

形成一种建设律师文化的热潮! （作者：邓宜平，湖北百思特

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