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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已经面世了。虽然她仍像一个幼稚的孩子，掩映在我案头

的书堆之中，但她却让我不能小觑。这不仅是因为编辑们在

以《律师文摘》为载体，书写着理想与激情；更是因为《律

师文摘》乍起于物欲泛滥的今天，追求法治理想，高雅品位

自始不减。 自2002年春天创刊以来，《律师文摘》坚持以“

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作为办刊宗旨。然

而《律师文摘》的这种高雅的定位，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决定

了它在短时期内的不赢利。环顾四周，市场的法则成为人们

的行动指南，大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追逐着金钱。金钱正

在横扫一切，这是一个务实的年代，高尚正在黯然失色。作

为律师，社会的弄潮者，对于社会的参与更加紧密。律师行

业中一些有损其职业形象的事例时有发生，钱是赚了，泯灭

的是社会的良知，和作为一个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责任感。在

律师业蓬勃向上的今天，我们却又多了一份忧虑，惟恐这支

幼稚的队伍就永远地向金钱追逐下去，向世俗妥协而不复保

留一份高尚的精神。因此，《律师文摘》的诞生和成长目前

就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毕竟《律师文摘》在用它的实践

和风格呼吁着律师向高尚精神的回归。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

江平教授在《律师文摘》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在我们

今天的律师队伍中也确实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些律师是民

主法制的破坏者，是邪恶的支持者。律师应属于哲人的范畴

，⋯⋯哲人者，以真智慧给人以启迪、帮助，指点迷津，而



不应是法律贩子，借当事人不懂法律的空子赚黑心钱。”律

师应该多一点哲人的气质，少一点商人的习气。中国的律师

面临着职业品质的提升。这是律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感决定的

，律师在法律共同体中最具自由人色彩，亦需要更多的自律

和社会良知。正如我国青年法学家贺卫方教授所言：“他们

（律师）是客户的代言人，同时又不忘记维护法律职业共同

体的团结，不忘记正义的实现乃是根本的目标所在。”（《

律师文摘》2002年第3辑卷首语）因此，律师不仅是经济人的

塑造者，也是社会高尚精神的实践者。令人无奈的是，华灯

初上时，应酬者多，读书者少；觥筹交错者多，钻研业务者

少；苦为稻粱谋者多，甘为法律正义者少。这就是律师业尴

尬的现状。律师们进退维谷之间，仅仅抱怨执业环境的恶劣

是乏力的。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也需要律师们的积极塑造

和良好表现。由此可见《律师文摘》从如此紧迫的现实出发

，契合当今律师职业化的发展趋向，致力于律师人文素养的

提高，是煞费了几番苦心的。 在律师职业道德问题凸显的时

刻，《律师文摘》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担负起了“匡扶正义

”的重责。当然这种职责的负起，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强

加的力量，更没有来自律师业的认同和授意。这仅仅是《律

师文摘》编辑部同仁们对律师业良性发展的关注之情，或许

更是一厢情愿。因为律师们的一夜暴富与他们的境况几无干

系。拿做人的道理来办刊物亦未尝不可。俗语道，文如其人

，《律师文摘》也恰恰秉承了编者其人的品格──没有铅华

异彩，但却高贵得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这种物质追求的抛却

是暂时和策略性的。《律师文摘》如果有商业策略的话，就

是宁静以致远。这种商业策略就目前的短平快模式来看是理



想化的，然未必又是不可行的。 《律师文摘》创刊伊始就将

自己定位于“思想性，国际性，前瞻性”，以区别于市场上

铺天盖地的“胜诉技巧”、“成功秘笈”之类形而下的读物

。《律师文摘》意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律师的人文精神和理论

素养，这从它精心设计的栏目名称中便可初见端倪。在已出

版的六辑中，“法理沉思”一栏既收录了托克维尔、霍姆斯

、拉德布鲁赫、哈耶克、波斯纳等近现代享誉全球的大师之

杰作，也摘选了吴经熊、江平、邓正来、贺卫方、梁治平等

国内法学名家的精品。“经典回放”中更是囊括了自亚里士

多德以来几乎所有推动人类法学史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即便“小”如随笔，亦熔优雅的文笔与深邃的思想于一炉，

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当然，《律师文摘》毕竟不

是理论专著，它同样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风范。在注重上

述“三性”的同时，也紧扣时代脉搏，贴近律师实践。但它

不跟风，不炒作，即使像“判例研究”这样实务性较强的栏

目，也不满足于就案论案，摒弃那种“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法院认为”的格式化表述，而侧重挖掘案件背后的法律意

义和理论创新。如“IKEA域名侵权案”中的法律推理（2002

年第2辑）、“微软案”中的判例法之评价（2002年第3辑）

、“BBS铝制车轮案”中的权利穷竭制度的冲突与协调（2002

年第4辑）、“枫叶诉鳄鱼不正当竞争案”中的反向假冒问题

（2003年第2辑）等等。此外，“事件剖析”、“律师说法”

、“证据适用”等栏目无不体现着这一编辑思路。正是由于

律师业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律师文摘》在初创时期并没有

迅速得到来自律师业的认可，反而在极短的时间内云集了一

批国内外优秀的法学家、法学翻译家,并在校园中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这一方面反映了学者思想嗅觉的敏锐性，另一方面

也凸显了律师界理论研究的边缘化倾向。当然，当时涓涓细

流，今已泱泱大乎矣。《律师文摘》已开始引起律师们的注

意，在诸位律师们忙碌的办案之余，《律师文摘》已经成为

他们获取知识素养，提高办案能力的良师益友。不管《律师

文摘》能在硝烟弥漫的市场上苦撑多久，但只要她存在并红

火着，她张扬高尚的理想是不变的。我们相信，星星之火，

终可以燎原。（《律师文摘》每年四辑，由江平、梁定邦、

张思之、邓正来、贺卫方先生组成编委会，孙国栋主编，法

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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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