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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短文里倡言律师应具有的哲人气质，并为“律师的气

质呐喊”。①稍后，张思之先生也慨叹中国没有哲人气质的

律师。②何谓“哲人气质”,岐说纷纭，江平教授是从律师的

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视角谈律师的“哲人气质”的，我觉

得谈哲人气质还是要从哲学的层面上予以审视。德儒拉德布

鲁赫曾警示后人：法律职业的要求之一是，必须每时每刻同

时对该职业的高贵及其深刻的问题性有所认识。对我们这些

法律职业人而言，最难做到的事情是：既要对我们的职业有

所信仰，但又同时在我们本质的无论哪一个极深的层次上不

断地对此加以审问。吾人忝为律师界晚辈自当对自己所钟爱

的职业加以审问。爰此，笔者不揣寡陋，接着江平先生的话

题，对律师的哲人气质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要具

备哲人气质，就要具有抽象和概括能力 我们有一些律师同行

缺少逻辑方面的训练，不懂归纳和抽象，写出的代理词、上

诉状、辩护词等法律文书抓不住重点和中心，车轱辘话反复

转，无论是法官还是对方当事人都不得要领。按照最新的审

判方式须争议双方归纳焦点和要点，在法庭上，有的律师连

自己的焦点都归纳不出来，非常尴尬，这就是不懂抽象的缘

故。中国古代哲人就很懂抽象。如2300年前的公孙龙有一个

“白马非马”的著名命题，一直争论到今天，实际“马”即

是对“白马”的一种抽象。马有各种颜色，如黑、红、花、

白等各种颜色的马就是个别的马，将其共性的东西抽象出来



，就是马的概念，即马舍弃马的各种颜色对其进行抽象。哲

学上谈的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即是这个道理。列宁在

《谈谈辩证法》一文中精确的说道：“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

，如树叶是绿的，依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③这就

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依凡是个别，人是一般，哈巴狗是个

别，狗是一般，“人"、“狗”就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就是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再如列宁关于哲学的“物质

”的著名定义，就是高度抽象的典范。他舍弃物理学上物质

的具体形态，将物质抽象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

”。对于抽象，冯友兰先生有精辟的阐释：“近来一提到抽

象，人们就有反感，认为抽象的意思就是模糊不清，虚妄不

实，叫人不可捉摸。人们喜欢用概括这个词，不喜欢用抽象

这个词。其实概括和抽象是一回事”，“抽象”是人类精神

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离开抽象。离

开抽象，不但不可能有什么理论，连话也不能谈了”。④ 有

人也许会说你说的是纯粹哲学问题，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其

实不然，法律上的一些名词都是高度抽象的产物。著名法学

家谢怀?蛳壬?在研究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的逻辑结构时有一

段精彩的论述：“首先是整个民法有没有“总则”，即从人

法与物法两部分里能否抽象出共同的规则来，在潘德克顿看

来，回答是肯定的。总则编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理论上谈这是能成立的。因为在人法（或称身份法）和

物法（或称为财产法）两部分里确实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从

而应当有共同的规则。主体（权利主体），客体（权利客体

）权利的发生，消灭与变更，权利的行使等。这样，在人法

和物法之上，设一个总则编，规定人的能力，法律行为等，



是可能也是应该的......正因如此，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才那么

吸引人，那么引人赞叹，特别使重视逻辑体系的人为之倾心

。在总则编规定的几种主题（如“人”、“物”、“法律行

为”等）中，‘法律行为’特别动人。民法里有各种行为，

如合同、遗嘱、结婚等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把许多

种行为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体。德国民法典

的总则编正是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谢

老的话明白如水的阐释了抽象对于民法典的作用和力量。⑤

依我之见，公平原则、平等原则、公序良俗等原则都是对民

法分则等具体条款的高度抽象。这些原则是民法中共性的东

西，他象一条红线贯穿民法典的始终。由此使我想到黑格尔

有一本关于法的著作，叫《法哲学批判》，其实法的最高境

界就是哲学。德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本身就是一部逻辑学。

我们做为律师，不仅应认真读法学家的书，而且应认真读哲

学家、思想家的书（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法学家，如萨维尼

、黑格尔、耶林、罗尔斯等）。比如马克思就是抽象大师（

即逻辑大师）。他从资本主义社会千万种交换的物品中抽象

出商品这个一般概念，然后进行逻辑推导，推出商品具有使

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价值是有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所决定，进而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

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克服。资

产阶级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对马克

思的观点你可以不赞成，但你不能不佩服其由个别到一般，

由具体到抽象的严谨的逻辑。这些连马克思的政敌都是承认

的。列宁也是抽象大师，他对哲学上的物质所下的定义真让

人叫绝，他舍象掉物理学上的声光电热磁等具体物质，给物



质下个科学的定义。哲学大师冯友兰对此评价甚高：“列宁

所谈的物理学所讲的物质比哲学所谈的物质，外延比较小，

就是说，它概括的范围比较小，哲学所谈的物质外延比较大

，就是说，它所概括的范围大。因为范围大，所以就须从其

所代表的概念中抽出一些东西，例如不可入性，惯性、质量

等等。抽来抽去，仅只剩下独立于人的组织之外的那个客观

实在性。这就是抽之无可再抽了。”⑥ 读一读台湾法学家史

尚宽的民法著作不无启迪。他撰写民法理论的顺序与其他学

者不一样，他先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最后写民法总

论“虽有异于常规，然其中亦不无一理，盖以总则为各编之

纲领，必须彻底了解各编之祥细内容，而后能豁然惯通，调

和综合于博中求约，繁中取简，以明其表里精粗，知其原委

常变，方可领会其运用之妙，实于演绎方法之中，兼寓有归

纳之意”。⑦作者这种做法恰恰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

到一般，然后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对此苦心尚未见有学者

领会。看一看大陆法学家谢怀?蛳壬?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等宏

篇巨制，不能不为其攫人的逻辑力量所动。宋代大文豪苏东

坡最懂概括：他在总结自己坷坎不平的一生的时候写道：自

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知道苏轼历史的人都知道

这“三州”背后蕴含他一生坎坷不平的血泪史。我认为一篇

好的代理词、辩护词，本身就是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要讲究

逻辑，要具有高度的抽象力和概括力。笔者不敢称其为已经

掌握了逻辑，只是努力学习逻辑，尽量将其运用到案件代理

实践中而已。我非常服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的一句话：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哲学即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张思之先生所倡言的



律师应具有哲人气质，我想抽象和概括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律师只有掌握这个方法才能使自己的辩护和代理意见具有理

论力量，才能说服法官，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否则

只能在感性认识上打转转，抓不住案件的要害和实质，往往

被那些高傲的法官投以轻蔑的一瞥。 二、要具备哲人气质，

就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指导办案实践 按照唯物辩证法

的观点，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律师承办的每一个案件

往往有多种矛盾即多种法律关系。梁慧星教授曾指出：“法

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

其所研究或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所谓法律关系，

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的支配的关系。法律关系

之本质在于，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⑧关系即矛盾，权利义务关系，即权利义务之间的矛

盾。哲学界有将错综复杂的矛盾称为矛盾群的观点。这种矛

盾群主要是指两种情况：一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

在着许多矛盾；二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联系

的多种性即构成矛盾群，矛盾群具有多层次结构，如现代物

理学中的原子，就是多层次结构的矛盾群，在事物内部诸多

的矛盾群中必定有一个起关键和决定作用的矛盾。我认为把

矛盾群的概念引伸为“法律关系群”也很有意义。有的案件

有多种法律关系，亦即多种矛盾，要廓清复杂案件的关系，

只有用矛盾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矛盾的不同层次，才能抓

住主要矛盾，才能搞清楚案件的实质和核心。依我之见，毛

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分析方法还是值得认真

学习并用于办案实践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有多种

矛盾，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和右派



的矛盾，有主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

主义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各个不同层次的矛盾后，抓

住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即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

主要矛盾，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

。这种矛盾的分析方法，即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笔者

曾代理海南深圳发展银行一起信用证抵押担保纠纷案，这个

案件标的额是187万元美金，法律关系系较为复杂争议较大。

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是：1996年9月5日，海南省军企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军企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以下简称深发行)发函表示愿意以其位于某市海秀大道的×

×大厦作为有限公司贷款抵押物为通华房地产（香港）有限

公司开立信用证担保。同日，军企公司与×发行签订了抵押

合同，约定“乙方为债务人某房地产（香港）有限公司开出

金额为265万元的信用证，乙方届时依据该信用证享有的对债

务人的债权为甲方担保的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187万

美元。”1996年9月11日，双方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抵押登记

，注明权利价值为187万美元。1996年9月13日，有限公司向×

发行提交一份《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申请书》，申请深

发行为其开立一份金额为2802533美元的远期180天不可撤销跟

单信用证。1996年9月16日信用证项下货物抵深圳的湾港

。1996年9月26日，×发行通过其总行以电传方式开出一

份LC40960008号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金额为2802500美

元，期限为180天。1997年10月20日，深发行将信用证项下

款2971015.80美元支付给受益人。有限公司除付保证

金574756.40美元外，尚欠信用证项下款2396259.40美元未付给

×发行。 为此，×发行于1997年9月9日向某省市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有限公司偿付×发行为其开立的信用证项下的款

项，要求处置军企公司向×发行提供的抵押物，以清偿有限

公司所应偿付的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某中院一审判决认定深

发行为有限公司开立信用证以及军企业公与与深发行签订的

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判令债务人偿付2396259.40美元债务及利

息，判令军企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187万美元及利息承担连带

责任，并将抵押房产折价或变卖后优先受偿。一审判决后，

某军企公司当时没上诉，判决生效后，提出申请再审。申诉

主要理由是深发行与有限公司开立信用证因违法而无效，申

诉人的抵押合同无效。海口中院通过再审作出了迥异于原审

的判决，将为信用证设定抵押担保纠纷认定为信用证纠纷，

认定抵押合同无效。判决后，深发展不服，上诉至某省高院

，在代理中我运用矛盾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个案件

涉及到的四个法律关系：第一，开证行（×发行）与受益人

（韩国卖方）之间的信用证关系。如果彼此之间产生纠纷，

属于信用证纠纷，适用法律也应该适用国际惯例，然而本案

不存在此纠纷；第二，买方（有限公司）与卖方（外方）之

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关系。本案交易目的都已实现，也无纠纷

。如果发生纠纷也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第三，开证申

请人（有限公司）与开证行（×发行）之间的资金融通（性

质属于借贷）纠纷。本案×发行在对外付款后，享有对有限

公司的债权。第四，×发行与军企公司之间债权抵押担保关

系，他们之间的纠纷是抵押担保纠纷。该纠纷与信用证的申

请、开立、付款均无关系。信用证已经完成了它履行的历史

使命，即使在单证不符的情况下，双方交易标的都已实现和

认可，因而这方面没有纠纷。信用证的履行也没有加重抵押



人的责任，所以不能将其他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移植到本案债

权抵押担保的法律关系中来。否则就容易引起法律逻辑上的

紊乱。可见，再审判决对×发行与军企公司之间的纠纷认定

为信用证纠纷是错误的。 通过分析案件的多层次“关系群”

从而找出决定案件性质的那一个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法律

关系，给法官审理该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本案最后审

理结果（由于某种干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主审法官对我

们分析是首肯的，我的矛盾分析法不能说是成功的，但做为

代理律师，尝试用哲学的矛盾分析方法去办案，应是律师成

功代理复杂案件的必由之路。 我们有些律师不太会用矛盾分

析法分析案情，抓不住主要矛盾，在代理较为复杂的案件时

，对其中的一些“法律关系”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更遑论说

服法官了。有这样一起案件：××村成立一个××装卸公司

，该装卸公司与××油田供应处签订了一份装卸合同。在一

次装卸货物中，×装卸工人被吊车（吊车××油田供应处）

砸成重伤。砸伤的原因主要是装卸公司指挥失误，次要原因

是吊车司机未尽必要注意义务。有个律师代理受害人起诉装

卸公司和×油田供应处（共同被告）要求赔偿。起诉状也未

写明案由，期间还二次修改、更换诉状，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已超过60天，未申请仲裁，法院准

备驳回诉讼请求，该代理律师也说不出青红皂白。该主审法

官与我探讨这个案件该怎样处理，我运用矛盾分析法，给法

官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案件有四层法律关系：一是受

害人与雇主装卸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二是装卸??公司与

×油田供应处之间的劳务关系；三是受害人与供应处的间接

劳务关系；四是受害人与装卸公司和供应处侵权行为关系。



这四种关系存在着劳动争议和侵权行为竞合。如果按劳动争

议提起诉讼，被告人是装卸公司，供应处不是适格被告，可

以将其列为第三人，但由于没有经过仲裁程序，以这个案由

起诉至法院，必败无疑。如撇开这个劳动争议，从侵权行为

这个角度提起诉讼，将装卸公司和×供应处列为共同被告，

一不超过诉讼时效，二是根据他们过错责任大小承担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岂不顺理成章？但法官告诉我代理这个案件的律

师说不出个一、二、三，曾欲驳回诉讼请求。我向法官陈言

，21世纪立法的大趋势是照顾弱者，按照侵权纠纷审理这个

案件是符合法理和情理的。法官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按侵权

损害赔偿作了判决。 三、要具备哲人气质，就要学会对人类

精神的反思。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

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

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

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

认识的反思。”⑨“人类精神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生活达到很

高的阶段的产物。”⑩“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

活动的结晶，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它的精

神活动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

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是它的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⑾ 

我认为反思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反思需要慎思独思

。 先哲罗素叙述苏格拉底的反思精神是很令人激动的。苏格

拉底曾向青年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

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

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于

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



”⑿这个追问就很发人深思了。苏格拉底一生是在辩论中度

过的，他有时为想一件事情竟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的站了二

天二夜。这种精神是令人感佩的。中国古代哲人对于反思的

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如宋代的王阳明，有个哲学命题“格

物致知。”这个“格物致知”就是精神反思，为了弄清一件

事情他可以站在竹子面前凝神不动，一站就是半天。逻辑学

家金岳林先生有时为思考一个问题，在给对方打电话时，连

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这就是大智若愚，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对中国的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

朋友值千金。”指有逻辑错误。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

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⒀思想家顾准对“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党的群

众路线进行了反思和追问。他说从群众中来是从那些群众中

来，是多数群众，还少数群众；到群众中去的是那些人，是

带框去的人，还是不带框框去的人；集中的是多数人的意见

，还是少数人的意见？这种追问真是石破天惊！这些著例运

用到我们办案上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在承办案件的时候，要

忌浮躁，慎表态，潜心进行反思，反思能给你找到案件的突

破口，使你柳暗花明。本人曾代理一件借贷纠纷案就颇费踌

躇。案件本身不复杂，1999年2月某企业向某银行借贷300万

元，借款期限是10个月即1999年12月27日止。某信用社给某企

业担保，保证期限为3年，即从1999年12月27日至2002年12

月27日。原告起诉时间是2002年1月份，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

是约定的保证期间长于诉讼时效两年部分是否有效，我翻遍

了所有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答案。法院的意见是保证期间法无

明文限制，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有约定的按约定。我是保证



人一方的代理人，如果按这个意见，这个官司就败诉无疑了

。我对约定是否可以超过2年诉讼时效产生了怀疑。如果约定

的保证期间超过2年诉讼时效有效，那么在2年之内债权人未

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话就失去了胜诉权，但对保证人则不然

，他要为债务人承担偿还义务，这岂不显失公平？后来从曹

士兵的一本书上顺带提到这个问题是：“结合我国诉讼时效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倾向性意见认为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如

果超出诉讼时效，则超出的部分应当认定无效，没有超出的

部分可认定为有效。”我就是用这个观点阻却了某法院判决

半年多时间，这个案件现在某省高院审理中。反思就是从“

不能”的地方找到“能”，从没有破绽的地方找出破绽，仅

此而已。 第二，反思需要学会雄辩 前几年电视台经常组织一

些大专辩论会，虽然与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不一样，但就同

一命题有正方与反方紧紧围绕自已的辩点相互诘难，虽然即

兴发挥的较少，但我们是可以领略那种锋芒毕露的雄辩精神

的。日本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汤川秀树在一本书中谈到

庄子的一个寓言及其对寓言的理解，使我感到震惊和惭愧。

我非常欣赏他这篇文章，所以就引述在这里，供同行赏析： 

经常有人来请我为他们在一张专用的纸上写些什么，或者写

一张字幅以供装裱。在前一种情况，我往往可以用自己的一

首诗词搪塞过去，但是对于写字幅的请求＿＿通常的做法是

从古典作品中摘录一个适当的简短词句方面是常感困难的。

不过，近来在某些场合下，我曾经书写了三个汉字：“知”

、“鱼”和“乐”。每当我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人们常常

要我说明含义。事实上，“知鱼乐”这句格言出典于《庄子

》第十七篇《秋水》一文。原文如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



之上。庄子曰：“?┯愠鲇未尤荩?是鱼之乐也。”惠子曰：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

子之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

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

段对话看起来颇有点像禅宗问答形式，而实际上却很不同。

禅宗总是把论证进行到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

回答则可以看做是对科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一问题的

间接评注。惠子论证方式的逻辑学看来始终比庄子的逻辑学

要好得多，而且，惠子拒不承认任何像“鱼之乐”那样的既

无明确定义又无法证实的事物；⒁这当然是和传统的科学态

度更加接近的。不过，我虽然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我却

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庄子所要暗示的东西”。⒁ 做为中国律师

，我本人竟然对庄子这篇寓言的无知感到惭愧。随后我找来

陈鼓应教授的《庄子浅说》，陈教授对这段论辩有这样的评

述：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

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棒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

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

：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

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

”）；《德充符》上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

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

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已意。⒂ 庄子和惠子的

这段辩论是很深刻的，他们俩围绕庄子是否知道鱼之乐展开

论辩，这段辩论是围绕一个命题：庄子是否知鱼乐；然后进

行了三个回合的辩论，彼此之间这种严谨的逻辑推理，是很



动人的。著名律师田文昌在东北有一次为某被告辩论正当防

为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的正当防卫有时

是相当复杂的，尤其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情况下，侵害行

为与防卫行为交叉进行，持续许多回合，形成一个连续进行

的行为过程，很显然，在收回拳头打人的时候，收回拳头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停止打击，而是为了加强打击的力度，收回

拳头的动作仍然是打击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绝不能将单个动作从侵害者的行为整体中人为孤立

出来，割断侵害行为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将某一种暂时性的

停顿或间断视为侵害行为的停止或结束。本案中，“被害人

”手持1米多长的方木棒猛打被告头部，且将被告打倒在地之

后，又连续实施侵害，其手段、工具和强度足以造成死亡后

果”。⒃这个拳头收回是为了出击与退一步进二步，欲进先

退等哲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论辩除了推理性之外，还有

一点启示，就是我们要提高应辩能力，最好要有一些志同道

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论辩、诘难，从辩论中能碰撞出一些思

想上的火花。所以我建议同仁们不定期的搞一些律师沙龙，

围绕我们承办的一些疑难案件或者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辩，

要有古希腊哲人的辩士精神，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辩论要有理

论深度，不能象网友那样互相谩骂，那不但不会有什么“哲

人气质”的陶冶，反倒增加了一些低劣和媚俗。同道之间的

辩论要有与自己学识相当的人，否则也是对牛弹琴。要子期

、伯牙相得益彰。恩格斯在评述费尔巴哈之所以是半截子唯

物主义的原因时，有一经典阐释：费尔巴哈长期僻居穷乡僻

壤，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不能和他学识相当的人进行交流

，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因此，我很欣赏 现在大学里面的学术



讲座，但已经没有那个缘份了。 第三，反思需要博览群书，

借它山之石用以攻玉 按照江平教授的论述，哲人不仅包括哲

学家，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从事法律的大都是神职人员，都

应有哲人的地位和哲人的气质。我认为哲人就是聪明人，他

的概念外延还要大，他不仅包括哲学家、神学家，还应包括

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他们的著

作都充满哲理和睿智。这些哲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值得我

们借鉴的。如孙子兵法的天地、敌我、攻守、胜败、虚实、

奇正、己彼等都充满着辩证法和大智慧。日本著名比较法学

者大木雅夫在其比较法那样抽象的著作里大量引用了屠格涅

夫、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品中的观点去阐述某一个法学论点

，语言是那样具有色彩和鲜活，另人艳羡。马克思在《资本

论》那部巨著里面引用了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莎士比

亚、巴尔扎克等上千个文学典故，充满了无穷的文学魅力，

无愧一位语言大师。我们有些律师同仁，语言干巴巴的几条

筋，翻过来掉过去，还是引用那几个法条，没有逻辑，没有

精彩的语言，无法感动法官，也无法倾倒听众，更谈不上什

么“哲人之气”。我认为要具有哲人气质，应该博览群书，

增加自己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我常常面对前人浩瀚的知识海

洋，感到是那样的贪乏，感到精神饥渴，感到人生之倏忽；

面对大师们的精神大餐，如果不能尽情的吸收菁华用来充实

所钟爱的神圣职业，岂不愧对当事人对你的重托，岂不愧对

前辈法学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岂不愧对自己的人生和良心

！ 【注释】： ① 《律师文摘》2002年第1辑卷首语 ② 张思之

在《律师文摘》2002处第2辑卷首语中写道：“目前我们奇缺

而又至关重要的是哲人。我们这支队伍历经二十年的磨砺至



今不能达到一个处处放彩满队生辉的境界，我认为首先是存

着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 ③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版，第409页。 ④ 冯友兰《

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18－19页。 ⑤、⑥ 谢怀?蚍ㄑ?文选，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08页－409页、第19页 ⑦ 史

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页

。 ⑧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第47－48页。 ⑨、⑩、⑾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

，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3版，第9页、第15页、第26页。 ⑿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118页。 ⒀ 冯友兰《三松堂小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第336页。 ⒁ （日）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河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8－69页。 ⒂ 陈鼓应《庄子浅

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⒃ 

《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田文昌专辑》，法律出版

社1998年第1版，第102－103页。 新闻来源:北大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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