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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能力与职业能量 律师是专业人士，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常听人这么说：某某律师是“学院派”，其实我们惯常

印象中的“学院派”是指那些理论功底深、工作风格严谨、

不太爱走“关系”的那种律师。有没有想过，“学院派”律

师与法学者有什么区别？ 律师与法学者应该有共同之处，那

就是都应当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随着法制的完善以及司法

环境、司法人员水平的提高，律师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已是

非常迫切的问题。目前，为数不少的律师本身的理论水平就

相当了得，但就扎根于社会实践中的律师职业而言，理论水

平高仅仅是一个层次，律师专业能力应分三个层次。 “法条

熟”。参加过司法考试的同行们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司法

考试前后的那段时间，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是比较熟悉与敏感

的，但随着考试的通过，具体案件操作的增加，对某一小部

分法条越来越熟，而对大部分平常不太用的法条却渐渐生疏

，甚至是遗忘了。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个颇让人头疼的案子或

项目细节，回过头去一翻书，“哎呀！我怎么把这条给忘了

？！”真可谓“流光容易把人抛，熟了案例，忘了法条”。

这是经常遇到的现象。而且，越是“老”律师，越容易出现

这种问题。因为法条就是如此，你不用，自然就记得不牢。

但现实中，又有很多说不定哪天就用到的时候。如果常常这

样，势必影响自己的“战斗力”。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对法条的“学而时习之”。比如



“高朋阶梯”中就有这样一课：“每天读法15分”，即要求

律师每天拿出15分钟，像在校早读时一样读法条，每天15分

钟，坚持不懈，以保持对法律规定的敏感与熟悉。我们这个

行当里，脑子笨的没几个，但同时又能下“笨”功夫的，就

难说有几个了。所以说“法条熟”看似简单，方法也看似笨

拙，但却十分有效。这是整个专业能力的基础。 第二个层次

：法理通。 这就是“学院派”的风格体现了。法理之于法条

的意义与作用想必无需多言，引少林武经中的一句话“练拳

不练功，到老一切空；练功不练拳，犹如无舵船”。吾等心

有戚戚焉。 第三层次：会操作。这其实是每个律师的强项，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指这个层次。就律师整体行业而言，

其给社会其他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总体上是框定的，因

为就那么多法律法规，律师不可能创制什么规定；但就具体

的客户而言，为这个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具体方案组合的创

新是无限的；同时，为这个客户提供服务的手法的创新也是

无限的。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发挥空间是相当广阔的

。这一点，是律师与法学者最大的区别，同时，也是年轻律

师“后发优势”的绝好突破点。 以前我们曾经探讨过，律师

个人的内在结构是个“呆”字型，律师的专业支撑是“两条

腿”，一条是法律的腿，一条是产业领域的腿。说到这里，

恐怕大家也都清楚了，律师与法学者的总体区别其实就是4/3

条腿的区别。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与法学者相比，我

们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是什么。那么，某一天与他们对阵

时，我们就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平常与他们相处时，我

们就知道该如何“取长补短”。 有的律师专业能力很不错，

但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平常做事情的时候，总没有那种“



呼风唤雨”的感觉，尤其不像“有的”律师那样，特能“折

腾”，好像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似的，很吃得开。于是有的

素以“专业”著称的律师很不平衡：“他的专业水平本不如

我！”心里别扭却又说不出道不出，自己还说服不了自己：

“那凭什么他能这样，我却不行呢？”其实，这已不是简单

的“专业能力”的问题了，这种情形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

题“职业能量”。 律师的核心生存力、竞争力是“专业能力

”，这没错，专业能力的确是每一个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要想达到那种在社会实践中“呼风唤雨”、“游刃有余”

的程度，就还必须同时扩大自己的职业能量。职业能量源于

两点：一是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二是调动这些资源的有效性

。在市场背景下，“酒香也怕巷子深”想必已无须争论了，

再强的专业能力也必须落到市场份额上。“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因此，能认识大量的资源点，同时也让这些资源点认

识自己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律师张口就是“某某我认识

”、“某某我熟”云云。等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却借不上

力！为什么？因为其只是“认识”而已，但并无法“调动”

。流于泛泛，流于无用。这不是我们追求的。资源占有多的

同时，必须注意能够有效调动，这样才能完成从“量变”到

“质变”最艰难的一跳。而这一跳，恰恰是使自己跳离了原

先那种颇让人心里不平衡的状态，跳入了“呼风唤雨”的“

神通”境界。而能够占有社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调动它们的

核心仍是专业能力。脱离了这一点，别人就无法识别你了，

搞不清你是律师呢，还是打着“法律”的幌子攒事的“法律

掮客”。据说有的国家(地区)中的律师楼里有一种人叫“师

爷”，好像就是那种不做业务，只负责维护客户关系的人。



但相信目前咱们这儿可能想这么干的同行不会太多，因为如

果那样的话，早晚会从“律师”这个队伍里出局。过硬的专

业能力与全面的处世智慧，是占有并调动广泛社会资源的必

备“利器”，“要想做事，先要做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专业能力与职业能量同样是手心手背的关系，缺一不可。真

正意义上的“大”律师，是二者兼备的律师。总结而言，三

句话：学东西学实，做东西做透，交人交定。专业能力与职

业能量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终会有一天，莫愁

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中国律师》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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