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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律师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的独特的文化，律师文

化外显就是执业律师共同体的共同的哲学信仰，律师文化归

属就是执业律师共同体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律师文化内核就

是执业律师共同体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律师文化表象就是执

业律师共同体的共同的行为方式。 关键词：律师文化；外显

；归属；内核；表象 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支执业人员组成的队伍就叫做

律师团体，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象其他组织或者团体一样

，这个团体有自己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从而也就形

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于是就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换言之，维系这个共同体的不

是血缘或者地缘关系，而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职业同质性

，这种同质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者知识技能专业化，

二者独特的思维方式，三者共同的价值理念。简言之，律师

文化的特质和表征可以描述为：律师文化是律师团体的共同

的独特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内涵

，是知识技能专业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共同的价值理念显

现。 律师团体本来就有文化现象，但律师文化的提法是新近

的事情。中华全国律协律师发展战略委员会在综合考虑中国

律师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结合律师队伍建设的

需要，确定制定《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这一重大研究课

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草拟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



讨论稿）。2006年5月20日至21日，由中华全国律协律师发展

战略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

方才对讨论稿进行了调整、补充和完善，但尚未对律师文化

作出明确界定。可以想象，对于律师文化的研讨尚属初级阶

段，对于律师文化的认识仍系童蒙时期。借此，本文拟就律

师文化的几个问题略表点滴之见。 一、律师文化外显--律师

文化是一种哲学信仰 文化是历史的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

，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

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

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

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文化所代表的

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特定领域中

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

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对于人的

生活和人的世界而言，文化的确是最深层次的东西，它是人

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

结的结果。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他研究的是关于宇宙

和人生的最根本的道理。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每种哲学所处

的时代决定和制约着它的主题。不同的民族、地域、领域的

人们，都有不同的哲学基点、视角或曰关注中心，也有不同

的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甚至在表述方式和使用的哲学范

畴上也各有特色。但无论如何，哲学总包含着对人生百态的

理解，即对于人生目的、价值和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

和根本态度。可见，哲学依存于文化，它以各种文化形态为

其发育的土壤。凝聚着时代各种文化形态精神的哲学，又是



文化的一种形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哲学与文化的确有

着不解之缘，哲学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特

定领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外显，哲学一方面折

射了特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以理性的方式重构这些文

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甚至塑造或引导人类的文化精神。律师

文化是执业律师共同体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

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共同体特色的价值观念

、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和其他领域文化

的规律一样，执业律师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信仰，这种信仰来

源于执业律师实践活动的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又是

律师文化的一种外显形态。 二、律师文化归属--律师文化是

一种意识形态 文化是伴随整个人类社会共存的东西，探讨人

类社会的意识构成，不能不涉及社会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指人类的精神文化

，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等。文化的功能除包括意识形态的功能外，首先具有

信息的功能，特别是具有教化、培育和塑造人的功能，还具

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更深的一层是具有认识的功能。在

这种理论意义上看，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一个地域、一个领域、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的生存方式

的反思。 律师文化是执业律师这一职业共同体在特定的执业

环境条件和意识的历史传承中不断提炼、积淀形成的对共同

体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律师文化不是指律师的知识修养，而

是指律师对知识的态度；不是指理想，而是指奋力实现理想

的心理；不是指人际关系本身，而是指通过人际关系体现出



来的为人处世的哲学；不是指竞赛和奖牌，而是指奖牌折射

出来的荣誉观；不是指舒适优美的工作环境，而是指对工作

环境的情感；不是指规章制度的条文，而是指对规章制度的

认同。从律师文化的这些特点来看，律师文化属于执业律师

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的心理活动现象的集结，属于执业律师职

业共同体的共同的精神生活现象的总成。 意识是与存在相对

应的哲学范畴，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方面，是社会精神生

活现象的总称。从总体上看，意识并不等于认识，意识包含

着知、情、意三者的统一，是人类知、情、意的精神结晶，

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心理，而是高度理性化和理想化的心理。

从意识活动的各个层次上看，意识可以区分为社会意识、群

体意识、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又可划分为民族、阶级、小团

体、职业性的各种意识。从意识的这种理解来推论，律师文

化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人类文化的精神文化部分

，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属于意识形态中的群体意识

。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归属于意识形态。 三、律师文化表

象--律师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 对于文化，最常见的最通俗的

理解是：人们的行事方式，或者具体的说譬如在组织或者企

业里，指的是人们在组织或者企业里的行事方式。本质上说

，文化不仅是指人们的行为方式，它还包括人们所共有的价

值观、信念和其他决定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基本前提，这

些价值观、信念和前提来源于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

，人们通过学习而获得这些文化，并把它们传授给新一代。

换言之，文化是一个群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和进行内部整合时

，在不断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为所有成员

所认同的一套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已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



有效的，因而也会作为一种观察、思考和感知各种问题的正

确方法而传授给每位新成员。根据这样的理解很容易看到，

不管是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共同的信念，还是共同的其他决

定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基本前提，律师文化作为一种现象

表现出来就是执业律师这一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的行为方式。 

将律师文化解释为律师文化的表象是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的

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是有充分的例证的。在律师文化之下，

表现出来的是每一个成员都应当遵循共同的职业伦理，亦即

律师文化在律师执业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

纪律，而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正是规范执业律师职业共

同体执业行为的文化显现。总结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历

史轨迹，有这么一个结论：我国的法律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

从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开始的，而且目前又以律师的职业道

德与职业纪律较为全面。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与职业纪律不

仅形成了较全面的行业自律行规范，亦即律师职业已形成了

相对充分的行为规范体系，而且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

制裁措施。显然，我国的实践表明，律师文化的表象能够理

解为律师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 四、律师文化内核--律师文

化是一种价值取向 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是由一定数量的活生

生的人（执业律师个人）组成的，律师文化就是起主导作用

的多数执业律师个人在共同体和执业过程中对执业价值观念

和行为规范的趋同化认识。另一方面，执业律师个人是在律

师事务所中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实施业务的，就可以做这样

的认识：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是律师执业内部大环境，律师

事务所是律师执业内部小环境，律师事务所文化是律师文化

的最典型、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因此，可以从组织文化



的视角来考究律师文化的内核。 组织文化是指一个组织共有

的价值观体系，包括组织共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

规范、习惯、仪式、精神、作风等。就像部落和民族用图腾

和禁忌规范成员如何与同伴及外部人员交往一样，组织也有

指导其成员应该如何行动的文化。但是，组织文化的核心是

组织共有的价值观念亦即组织共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

道德规范、习惯、仪式、精神、作风等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

度体现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说，组织文化的特征就

是其共同的价值观体系的一系列关键特征，主要包括创新与

冒险、注意细节、结果定向、人际导向、团队定向、进取心

、稳定性等一系列的特征，这犹如一幅有机构成图，组织成

员对组织所持的共同感情、在组织中应有的行为方式，都建

立在这幅有机构成图上。组织文化主要是组织精神文化，其

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组织核心价值观、组织道德、组织

精神、组织风气、组织目标，组织道德、组织精神、组织风

气、组织目标只不过是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阐释，组织核

心价值观是组织成员评价事物重要性和优先次序的共同标准

，是组织成员共同的思想基础、信仰支柱和行为准则，因而

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基石。 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作为一种

组织，律师文化自然就是一种组织文化，律师文化就具有组

织文化的特征。因此，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总是要把共同体

公认的最有价值的对象作为共同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理

想或最高宗旨，一旦这种最高目标和基本信念成为统一共同

体成员行为的共同价值观，就会构成共同体内部强烈的凝聚

力和整合力，成为统领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动指南。因

此，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思辨，律师文化的内核亦即律师文



化的核心和基石，是执业律师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的价值取向

。 如前述，律师共同体有自己特定的执业环境条件和历史传

统，而且其执业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是复杂的。象其他文化

现象一样，律师文化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要深入认识律

师文化，应当从总体上把握律师文化的本体观、比较观、构

成观和建设观。也如前述，尽管热心人不少，但律师文化的

研讨尚处摸索时段，总体认识律师文化尚待诸路同仁的共同

探讨。因此，本文仅就律师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尝试性

的和粗浅的思考和诠释，若能为探索和构建律师文化尽添砖

加瓦或抛砖引玉的微薄之力，则作本文已达笔者的起意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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