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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觉得很亲切。但它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似乎每一

个生活中的人都保有对常识的获取，这可能是如此，但常识

绝不只是单从生活中来，更多的还是有意识的积累。我们教

育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只是在学习常识，无论是物理化

文史哲还是天地生。专业教育的时间是短暂的。常识对于一

个人事业成功乃至生活的情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人

的特质的体现，是相互理解交流的前提，常识的不对称阻却

交流。在人际交往中，常识是寻找共同话题的必需储备。有

的律师虽然专业能力较强，但由于常识的匮乏常常无法与他

人交往甚至造成交际恐惧症。这对于职业本身是不利的。律

师职业的确靠专业知识，则是自说自话，于职业不利。 法律

人也是人，理解常识、常理、常情是理解法律和案件事实的

前提。案件事实是证据证明的推定事实，而并非事实本身，

对这种事实的确认离不开对常识的把握和共识。 当然，法律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人关键还在于他的法律专业能力。这种

专业能力包括对法学理论知识的把握、对现行法律条文熟谙

、高超的法律技能。任何一个法律人都应该首先对法律的各

个领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与界分有所了解，诸如各种程序

、文书和面对的人群心理、生活状况等等。整体了解是分工

的前提，其目的还在于对一个或几个领域深入研究和把握。

专业型的律师是法律职业发展的要求。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笔者认为律师专业化的发展并不排斥职业服务体系的分层。



这种专业化的律师队伍必须要求以团体化的、规模化的方式

组建律师事务所。但就像医疗机构的建构一样，并不意味着

只建立大型的、分科明确的医院。对于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

在一些不分科的诊所也同样可以得到治疗。既节约了大医院

的资源，又降低患者的成本。因此，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就成

为必要的补充。 由于专业知识储备的不同，律师队伍中存在

如下几种类型的律师：学者型律师、工匠型律师、钻营型律

师，此外还包括以上几类混合而成的其它类型的律师。不同

类型的律师在社会上占主流则体现出不同的法治状况。如果

这团体能坚韧地捍卫某种信念，争取一定的话语权，他们至

少能对社会有所触动。而团结来自共同的知识和信仰。如果

每一个所言所为都能考虑整个职业的尊严和职业的生死存亡

，想必这个职业的荣耀与梦想就不远了。正是由于整个队伍

缺乏精英意识或者说事实上精英较少，所以才会有奴颜媚骨

、阿谀奉承的律师出现。这种职业上的不自信是一种集体的

知识匮乏的体现。律师本来就不属于掌握着政治权力的阶层

，尽管通过团结的力量能够对政治施加影响。律师职业就是

靠其特殊的专业知识来赢得社会的尊重。专业知识的失败就

将是整个职业的失败。 律师，尤其是那些刚刚从法学院走出

来的年轻律师也常常面临着生存的困难，处于财富与尊严的

、暂时与长远的两难境地。当一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掌握着

他的生存资源的人的时候，他该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的确

是很棘手的，但笔者相信一点：真正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用

放弃尊严来换取的。律师不是佣人，更不是奴才。律师要用

知识、职业自信与操守征服他所面对的人。相信这只是一个

时间的问题。 当律师们忙碌于追求物质财富或沉浸在成功的



自我感觉当中时，是否还保有对这个职业所要求的正义信念

和责任感。这是这个职业的灵魂。一个真正的律师具有双重

的生命：职业生命和个体生命。对这个职业的热情与执着源

于对社会不平的愤懑。当然，任何个体都不是救世主。律师

必须挽救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只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才能挽

救社会。这种对职业生命的坚守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是与

生俱来的，它来自对个体生命意义深刻的反思。也许律师的

生活太匆忙，已无暇反思自我。但是这些清醒者怎么能对自

己一切行动的道理一无所知，怎么能不给生命一个交代。 笔

者绝不是让律师停止工作来反思自我，但的确也应在行动与

反思之间保有某种张力。反思也许就在梦醒时分，就在看到

女儿无邪的双眼和父母苍苍的白发的那一刻，就在当事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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