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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的核心是执业精神，执业精神不能简单从西方意义下

的律师文化中移植和套用，想象或构建一幅中国律师执业精

神的“理想图景”，而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出发

，在回应律师队伍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中探寻提升我们需要借

以引导和重塑的“律师执业精神”，大体上包括独立的执业

品格、精深的专业素养、奉献的公众意识以及团队的情感认

同。 [关键词] 律师文化 中国特色 执业精神 文化是个大题目

，谈论律师文化建设何其容易？所幸的是，吉林、江苏等地

作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富有意义的实践尝试，司法部及

全国律协组织制定了《律师文化建设纲要》，提出执业精神

是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构建了框架，指明了方向。 律师是

法律人，律师文化建设首先是法律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就我

们中国来说，中国律师是外来文化影响下出现的新型职业，

现代意义的法律或者法律文化其实是个“舶来品”，或者说

是用汉语语言方式阐释或言说的一种涵盖西方价值的理论观

念、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而“文化”又是一个相当“本土

”极其“地方性”的范畴，这个“舶来品”是否能够和如何

能够适应及作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

问题。按照梁漱溟老先生的态度是不能的，当谈到东西方文

化的融合时，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指出“他们只去看

文化的呆面目而不留意其活形势--根本精神，不晓得一派文

化之所以为一派文化者故在此而不在彼。” [1]近代以来中国



人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变革和革命实践，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似乎给出了明证。因而，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当下的社

会实践，根据中国律师的现状和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去探寻

中国律师的“执业精神”，而不是按照西方的“理想国”去

试图想象并构建中国律师文化的理想图景。这就是我们为什

么要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执业精神？”而不是说“我们应

当具备什么样的执业精神？”的原因所在。 精神是抽象的，

是无形的，是稳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世界上不存在“绝

对精神”，那只是黑格尔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想象。中国律师

的执业精神离不开体现国家意志的现行的《律师法》对律师

职业属性的规定；根植于当下体现国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的法治实践；应对着律师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和愈发明显的困

境。据此，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律师的执业精神需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和重塑。 一、独立的执业品格 律师的社

会角色是复杂的，在人们看来，“对于他们，自然是各种各

样的评价都有。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是新兴的富有阶层

，他们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他们是教唆词讼的小人，他们

是犯罪分子的救星，他们是腐败法官的掮客⋯⋯如果评选当

今的社会认知最为复杂的职业，律师或许可以成为其中的首

选。” [2]但无疑地，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是国家上层建筑的

组成部分，我们所谈论的律师执业精神，尤其是中国特色律

师执业精神，是来自于律师职业整体社会活动并为律师职业

整体所认同的，区别于其它职业存在而又融汇于国家政治文

明体系的，贯穿于律师执业活动全过程的精神特质，律师的

职业定位决定了我们的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不是依附于其

他职业或行业的“附庸”。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司法腐败案件



中，我们看到了作为贿赂介绍人和帮凶的律师；还有那些不

言自喻的“人情案”、“关系案”；以及那些为了招揽业务

而作出的委屈妥协于商人、企业的虚假陈述和法律文件。当

然，此中原因是多样的，但丧失对我们独立执业品格的认识

和坚持无疑是主要的因素。独立的执业品格不是无政府、无

责任的“独立”，而是建基于对自身职业定位有清醒深刻认

识的自负其责的独立思考，发挥独特作用。只有这样，律师

作为一种职业存在和发展才成为可能，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对中国律师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声望的提升来说是千载难逢

的机会。正如辽宁法大所的张耀东律师所言:“中国的现行制

度模式决定中国律师是最有可能率先树立职业精神的行业,中

国律师职业精神的确立将对全国其他职业具有巨大的先导和

榜样的作用，其带来的不只是律师职业的良性发展，而是中

国所有职业规范化进程中质的飞跃，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和

挑战。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当仁不让。” 二、精深的专业素养

今日的中国不是昔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作为法律服务供

应者的律师和律师行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不说

那些新兴的与WTO相关纠纷的调查、谈判、诉讼；还有那些

大量涌现的公司并购融资、外商投资、金融票据、海事海商

等商务活动；哪怕是普通的婚姻、医患、合同、土地纠纷、

刑事辩护等等，新的领域不断拓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

的法规层出不穷，对我们的执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了重大

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去条分缕析调整这些活动的法律法规及

其背后所体现的原理和变迁的观念、思想；需要我们去正确

理解、合理判断、准确表达意见和建议。总之，随着社会经

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需要法律服务提供者们具备更



加精深的专业素质和修养，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也证

明了这一点，比如香港律师的专业和精细是出了名的。 三、

奉献的公众意识 奉献是我们的律师前辈以及我们这一代甚至

是几代中国律师的命运，是中国文化中牺牲精神和集体意识

的积淀和传承；因为我们的法治国家还处在进行时而不是完

成时，还有许多体制上的弊端和制度、习惯上的障碍需要突

破、完善、甚至清除，而这些都是需要包括律师在内的整个

法律职业和法律阶层所必然要付出代价和牺牲；因为我们的

律师事业还处在发展期而不是成熟期，在这过程中的律师先

行者们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铺路石的角色，正所谓“

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有了奉献意识，才可能有勇于并善

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行动，才涌现了一个个象佟丽华那样的扶

弱助贫、关爱青少年犯罪的法律援助律师；有了奉献意识，

才可能有如周泽律师般长期以来敢于并坚持对社会不合理的

制度和不公平的现象提出质疑和诉讼⋯⋯他们的执业活动给

他们带来声誉更甚于收获，树立了弱势群体的维权意识和推

动了社会正义、文明进步。这一切都与奉献的公众意识密不

可分，我们的执业活动来源于委托人的委托，个案维权往往

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但执业的过程和结果影响的可能是整

个社会公众，产生了“示范效应”，超越了个案，指向了社

会，我们的执业活动将因此而获得了社会意义。 四、团队的

情感认同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但不得不承认，

相对于检法系统，我们是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律师的

职业风险系数越见增大，特别是在我们越来越被“政治边缘

化”的今天，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在哪里？

前几年的“彭杰律师案”，全国律协和湖南省律协派出的几



个工作小组奔走于各中央机关和部门之间建议、呼吁，最终

彭律师蒙冤得以雪洗。最近的广东律师马克东涉嫌诈骗案，

我们无法预料其结果如何，但广州律师集体的行动使我们更

进一步体会了同行情谊。事实和法律、体制干预之外的情感

因素，也许不是个案的有效解决方案，但其中体现出来的情

谊却可以见证、增强我们群体的职业认同，进而增强这一职

业的团队荣誉感，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心理上精神

上的依归。我们受聘于不同的当事人，代表着不同的个体（

公司、行业等社会组织在法律上亦可看作个体）利益，更多

的时候甚至是法庭上的对手，如何使得这种职业上的常态不

至于导致“同行相轻”或者形成“一盘散沙”，也许方法多

种多样，但作为一种职业团队的情感认同一定是最基础、最

有效、最能长期起作用的方法。毕竟，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

，情感是最初的层次，有了情感上的认同，我们才有可能寻

找到我们的“感情寄托”，才有可能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 精神不是挂在墙壁上的画面，不是束之高阁的书页，更

不是某个大人物可以作出的“政治宣示”，中国律师的执业

精神需要我们广大的律师同仁们用我们的执业实践去书写、

去铸就、去弘扬！ 注 释： [1] 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201页。 [2] 贺卫方著

，《序》，法律思想网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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