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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7_9A_84_E4_c122_484258.htm 律师，以法为业，

以律为师。但是律人容易，律己难。有一位老律师在世时跟

我谈心，他说再复杂的案件和业务都不怕，难就难在自己，

难在律师事务所里的共事与人合。所以我觉得，对律师从业

来说，自律、自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人这一生，有三

个问题需要用一辈子的经历来回答的，那就是怎样做人，怎

样做事，怎样做学问。我们几乎用了一生的精力还没有把这

三道题回答得圆满。怎样做人，这是人品；怎样做学问，这

是学识；怎样做事，这是能力。人品、学识和能力，要三足

鼎立。从力学上说，三个支点的结构是最稳固的。而我们从

跨入法学院的大门开始，往往把求知放在第一位，认为有了

法律知识就是本钱。我在律师事务所当主任时，曾对那些年

轻的本科生、研究生说，得花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从社会大学

毕业，才真正锻练出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光靠那点书

本知识不行。但是我们往往在重视学识和能力的同时，忽视

了人品和情操，而这恰恰是关乎事业成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不要单单会做学问，也不要满足于会做事，更重要的

是要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正道。2003年，有几个大学请了

几位名牌律师给法律系的学生演讲，最后主持人请他们用一

句话来结束演讲。好几位资深的律师几乎讲的是同一个观点

：要做好律师，首先要做好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是他

们从多年律师生涯中悟出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讲

这个课题。这并非知识性、实务性的课题，但是，我觉得每



一位律师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都应当回答好这个问题。 我

是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记得每一年讨论到“两高”的

工作报告时，都会涉及到律师问题。其中有两年，我还专门

把大会简报中涉及到律师的问题整理出来登在《中国律师》

杂志上。我认为应该让律师了解，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人民对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作为律师，我们不能只埋头办

案，更不能一心一意只顾创收。这个行业到底为什么存在？

社会要你干什么的？这点我觉得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放在心

上。 武汉当时有一个针对律师的民意调查，是华东师大传播

研究中心对武汉市民作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律

师伸张正义的占49％；认为律师是谁出钱就替谁说话的占38

％；认为律师巧舌如簧，冷酷无情的占7.3％；还有4.9％说不

大清楚，跟律师没接触过。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律师的印

象。认为挺不错的占19.9％；认为还好的占63.4％；说没有感

觉的占11.5％；认为不好或是很糟的占5.6％。第三个问题是

对律师的信任度。信任的占27.2％；不信任的占3.8％；视情

况而言的占69％。也就是说对律师不能盲目相信，因人而异

，有的律师可以信任，有的则不是。第四个问题是，我国律

师业的发展水平。认为很完善的占1.5％；认为比较完善的

占18.8％；认为起步较晚，还欠成熟的占68.6％，不了解的

占11.5％。除了这些设定的答案要打勾之外，还留了个空白处

为律师写评语、意见和希望。写了些什么呢？有的写律师是

正义的使者，要让老百姓更了解、更信任律师这个职业；有

的写负面形象多了些，为钱而动多了些；有的写大多数为钱

说话，为人情说话；有的说没有人情味，金钱的奴隶；有的

说优秀律师太少，鱼目混珠太多，律师真正的功夫在庭外等



等。这是武汉??号称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对百姓作的问卷调

查。近日我看了《律师与法制》杂志上贺卫方教授的一篇演

讲，谈到网上对100多种职业进行测评，结果教授排在第一位

，被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律师则排在第二十几位。如果真

是这样，我觉得还差强人意。律师能排 在值得信赖职业的二

十几位，可能还是打了高分。因为上网族只是部分民意的反

映。 有一篇为《中国律师身上的痞子气》的文章。文章说社

会对律师的道德评价不高，素有才子加流氓的称谓，人们见

得最多的是这样的律师：酒桌上一饮而尽的豪气，牌桌上运

筹帷幄的大气等等。看了觉得言不尽意。其实要我也能举出

好多种“气”来：如拉客户卖嘴皮子油嘴滑舌的流气；吹嘘

自己包赢官司的牛气；向对方当事人耍弄派头的霸气；在法

官和书记员面前的憋气；跟法官勾兑搞腐败共同体的沆瀣一

气⋯⋯此外还有打赢官司的傲气，打输了官司的怨气，整天

埋怨法制大环境不如意的晦气。真叫做“气不打一处来”呀

。据说这篇文章登出来后，律师界有不同的反响。这篇文章

实际上是一面整容镜，镜子不会以偏盖全，正视现实才是真

正维护律师的形象。律师这个行业不是藏污纳垢的，我们不

怕揭露自己队伍中的弱点、短处。“非典”给了我们国家一

个很深的教训。有的认为“非典”的病例不要公开报导，报

导了会影响投资影响旅游，捂下来算了。结果呢？欲盖弥彰

。因此，我们律师队伍对存在的问题要坦坦然然，绝不要羞

羞答答，遮遮掩掩，哪怕它只是个别少数。经常提示敲敲警

钟会有好处。如果任这种护短的坏习气蔓延，最终就会形成

一种畸形的中国律师文化。有一种历史的责任，那就是这一

代律师要共同树起我们律师行业的正气，要用正气来压倒歪



风邪气。固然，制定各种行业规范来约束是完全必要的。然

而，外在规范的制约还得通过各人内心的认同才起作用。 我

们中国律师头头尾尾加起来，到现在也不到30年的发展史。

而西方律师则有200多年以上的律师文化的积淀。但是西方律

师的名声也常常受到社会的贬责。 《共产党宣言》里就曾讲

到，“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

职业上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学者变

成了拿钱雇佣的奴仆。”这里就提到了律师。本来是一个应

当有神圣光彩的职业，最后都奴才化了。恩格斯评价当时的

英国律师说，“在这里律师就是一切，谁对这些乱七八糟、

矛盾百出的法律、杂烩确实花费了足够的时间，谁在英国法

庭上就是全能。” 西方社会有许多漫画、小品都是针对律师

的，就像我们中国现在有好多顺口溜一样。贺卫方教授在一

篇文章里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三个搞胸腔外科的医生在一起

议论，说你最喜欢为哪一类的病人开刀？第一个医生说，我

最喜欢给建筑师开刀，建筑师的胸膛打开后里面全是几何图

形，方的、圆的，摆得整整齐齐；第二个医生说，我最喜欢

给会计师开刀，会计师的五脏六腑都贴了标签编了号，数据

非常精确；第三个医生说，我最喜欢给律师开刀，律师的胸

膛里没有心，没有肝，没有肺。类似这种嘲笑律师、挖苦律

师的笑话很多。 如果说这些西方民间的笑话和幽默是非正式

的，不足为凭，我想再引两段比较权威的对美国律师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卡特1978年5月4日在洛杉矶律师协会成立100周

年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在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

密集，每500名美国人就有一名律师。我国就是诉讼多，但我

没有把握说我们正义就多。我们90％的律师仅为10％的人们



服务，律师通常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剧争端。当我们不是

解决而是鼓励纠纷时，我们就不是为正义而服务。”他是以

总统的身份来说这个话的，虽然这段话在美国的律师界并不

被完全认同，但是却不断地被人引用。 再引用一段吉尔顿律

师于1875年在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讲，这段话讲得非常中肯，

尽管是一百三十年前说的话，但用到今天中国律师的身上仍

然很有针对性。这段话的原文是：“先生们，毋庸置疑，我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本世

纪的最后25年里，我们律师的地位、培训、教育、道德都存

在严重衰落的趋势。律师协会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律

师职业提高到更高、更好的水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变成

了一种挣钱的方法，一种尽可能方便而又甘冒任何风险的挣

钱方法，那么律师就堕落了。如果律师事务所仅仅是一个试

图打赢官司，并且通过向司法机关走后门而打赢官司的机构

，那么这一机构不仅堕落而且腐败了。”同志们，难道我们

中国律师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去走一百多年前美国律师走的

老路吗？ 最近我跟一些老律师交谈，一谈到现在的司法风气

他们就摇头。有些律师为了吃这碗饭，只好顺其道而行之。

本来，年轻律师刚从法律院校出来，并不懂社会上盛行的关

系学，学校里没教这门课。但是，进到律师行业他才发现，

似乎不搞这套吃不开。为什么人家案源这么多，而我却门庭

冷落？于是就学着试试看，开始染指此道。我跟一些年轻律

师讲，你要搞这套，比不上一个小包工头，那门道多了，你

还早呢？你的优势是什么？搞这能吃得开吗？偶尔可能会觉

得有所奏效，但乐此不疲搞下去，吃大亏的日子肯定在后头

。 在全国人大会上有代表这么说，社会上有腐败不可怕，只



要政府不腐败还可以整治；政府有了腐败也不可怕，只要司

法不腐败还可以整治，最怕的是最后一道司法的底线也开始

腐败，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到哪里去解决？2003年一年，倒

台的副省级贪官有13个，平均一个月就有1个副省级的高官落

马，其中还有两个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有人打个比喻，

给小孩提问：树上10只鸟，一枪打掉1只，还剩几只？孩子的

答案是9只。懂事一点的说，一只都没了，都给吓飞了！现在

反腐的答案却是：树上还有10只，甚至还有11只，来接任被

“打”掉的贪官的，还是贪官。全国不乏这样的例子。某省

交通厅长连续三任都是贪官。这种现象能不引人深思吗？也

有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律师自己办好案，赚自己的钱就行

了，管这么多干吗？其实律师业存在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公正

的法治秩序。连律师都不维护法治，还能有出路吗？律师不

能同流合污去推波助澜。就算你不能惩治腐败，至少不应该

助长腐败。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有的律师正是利用

办案的方便，搞“寻租”中介，结成“利益同盟”去助长腐

败。 我们不该把选择律师职业作为一般的谋生手段。现在社

会上普遍认为，做律师会发财。律师真的能发财吗？也许律

师的收入会比公务员好一点，但是世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也没有排名在500强之内的。世界排名500强的企业，年收入

都在12位数以上，而英美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一年的创收

额也只有9位数，连一个零头都不到。至于中国律师和西方律

师的收入相比还差远了。也有人说，律师是法律中介服务，

当事人客户就是上帝。他需要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尽力满足

他。实际上律师做业务是独立自主的，不是当事人的附庸。

律师与当事人不是雇佣关系，律师的人格不是用几个钱就可



以买的。美国律师界流行着一句话，说“律师最大的敌人是

当事人。”我想这句话的积极意义，不是提倡律师要与当事

人为敌，而是提醒律师要提防当事人的陷阱，不要误入了圈

套去为他“火中取栗”。至于个别律师惯于在当事人面前夸

口，打保票“卖关子”，一旦无法兑现时，难怪当事人会无

情无义。有的律师打趣说，什么叫当事人？当他有事来求你

办的时候是个人，当他的事没办成或办得不如意的时候就翻

脸不认人了。律师要怎样正确对待当事人，这关系到我们树

立怎样的正确执业观念。 北京市高院一位副庭长撰文说，现

在90％的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参与，一是当事人请不起，一是

不愿意请。请不起是因为现在律师收费过高，法律援助的受

益面过窄。而大量的律师却在10％的诉讼中，形成恶性竞争

。其实律师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还有90％的诉讼以及大量的

非讼法律事务远远尚未开拓。两个月前我和北京市律师协会

的会长谈心，谈到当前社会上有大量的民商事案件，因为诉

讼标的不大，很难请到代理律师，另一方面许多年轻律师刚

出道不久，业务吃不饱。如果律师协会能设一个窗口，免费

为当事人联系律师办理此类案件，这应该是合理配置资源需

求并且让年轻律师更快成熟走上正道的好办法。其实律师事

务所内部就要有这样的机制，要培养队伍不舍得花一点工本

是不行的。有的人担心，翅膀硬了，他就飞了，岂不是白白

投入。当初“国办所”出钱送一些年轻的律师出去培训进修

，现在这批律师都已经是一些大所的骨干合伙人，你能说这

样的投资亏本了吗？从整个律师队伍的建设来讲，一点也不

亏。不培养光使用能有繁荣的明天吗？事务所内部的培养管

理，除了以经济收益分配作为激励机制之外，眼光是不是应



该放得更远一些。不要总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创收。现在有这

么一种倾向，一谈到哪个律师有成就，是“大牌”“大腕”

，标准是什么??年收入多少？以收入来论英雄，不值得提倡

。很多民营企业家赚了钱还回馈社会，我们越大牌的律师越

要对自己队伍的培养建设多尽义务，这是责无旁贷的。要多

着眼队伍的整体，要看整个事业的发展，不能只顾自己，鼠

目寸光。特别是做主任和合伙人的，更应该在人品操守上树

立榜样，这是事务所人合的关键。事务所要有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凝聚力，靠什么？靠诚信建设。所以，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律师与诚信的问题。 江平教授有一篇文章

《四面八方说诚信》，“四面”是指诚信是一种资格，是一

种财富，是一种权利，是一种信心。“八方”是指律师实务

与诚信最有关的八个方面：合伙与诚信；当事人与诚信；广

告招揽与诚信；恶意诉讼、包揽诉讼、挑词架讼与诚信；收

费和纳税与诚信；不当竞争与诚信；虚假证明与诚信；忠实

勤勉义务与诚信。 这几年来，我更加感到律师的诚信建设的

确是一个大课题。律师的专业性质、从业方式决定了这个行

业应当是诚信度最高的行业。可以说，律师的诚信，是他的

政治素质、道德人品、专业能力、文化素养和职业纪律的综

合体现。诚信是律师的形象、旗帜和生命。 我对诚信有这么

几点理解：首先，诚信是做人的准则。要做律师首先要学会

做人，就是做一个普通人都要讲诚信，更不要说律师了。 “

诚”就是外不欺人，内不欺己。“信”者，对己有信念，对

人有信用。其次，诚信是立业的根基。任何人都要实现自己

的社会价值。立业最大的本钱是什么，就是对自己事业的忠

诚、敬业和对职业伦理的信守不渝。何况，律师所有的业务



都是来源于当事人的信任和托付。第三，诚信是一种社会评

价的尺度。从长远看，一个律师的社会地位、威望、案源和

创收，最终取决于社会和当事人对他的评断。对律师评价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诚信是主要的尺度。这种社会评价的

力量不可低估。第四，诚信是专业的信誉和品牌。事务所的

名称里有“诚”和“信”字的非常多，看来“诚信”两个字

是很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品牌。标榜诚信，无可非议，但是

判断有没有诚信，不是看你嘴上说的，墙上挂的，真正树立

这个品牌，是要下功夫的。社会要信任你，当事人要挑选你

，不靠诚信行吗？第五，诚信是抗菌素、防腐剂。尤其是当

前出现司法腐败的现象，律师更要洁身自爱。SARS病流行时

期，被感染的患者五个中就有一个是医护人员，是他们不懂

得保健吗？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职业要求他首当其冲。律

师也同样是首当其冲，在权力的较量、利益的角逐中，律师

站在风口浪尖，受腐败侵袭的可能性最大。坚守诚信就会增

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经得起诱惑和干扰。律师和法官互相尊

重，彼此诚信相待，就不会拉拉扯扯徇私枉法。第六，诚信

体现了先进的法律文化和政治文明。西方有学者说，诚信是

不亚于宪法的政治道德，提到了这么高的高度，成为民主政

治必备的一种品质。我们中国古代的管子也说：“诚信者，

天下之结也。”什么意思呢，诚实和信用是连结天下所有人

的关键和纽带。做律师就要发扬这种讲诚信的法律文化和政

治文明。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少极富哲理的警

句，至今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唐朝的《贞观政要》说：“知

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

存矣。”在安危、治乱、存亡这些大事上，一定要正视问题



的所在，找出症结，不要回避。我们能不能再引伸出一句，

“知其所以病，则康矣！”看到那些司法腐败的沉沦现象，

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些法律同仁有的从业那么多年，有的还

是高级法官，最后自己沦为囚犯？很可悲的，如果能知其所

以病，则康矣。问题在于要事先有自知之明，自择之智。 我

想引用三句古代的格言，与各位同行共勉。宋代的苏东坡讲

过这么三句话：“守道而忘势”，“守道”就是坚守正道。

我们要坚守诚信之道，做人之道，处事之道，规规矩矩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不惧邪也不怕压。同时恪守律师的执业宗

旨，不离谱、不走调、不搞歪门邪道，不走旁门左道。“忘

势”，就是完全不顾及权势的存在，不畏权势，不趋炎附势

，也不去装腔作势，更不要仗势欺人。总之，坚守正道就会

忘却权势。第二句话“行义而忘利”。成语讲“见利而忘义

”，就是把它颠倒过来，律师要身体力行法律的正义、公正

，这叫行义，行义就能忘利，就会对个人的得失淡漠处之。

我们守护的是一方净土，我们撑起的是一片蓝天，这是一个

正直的律师应有的气概和胸怀，是我们的职业品味和情操。

第三句话“修德而忘名”。“德”是人的内在修养，“名”

是外在的虚荣。多少人为了追求这种外在的虚荣毁了自己。

贪名图利、沽名钓誉、盗名欺世，全部是栽在这个“名”字

上。如果我们抱定以律师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就不要急功

近利求名心切，修“德”才能忘“名”。努力以诚信来强化

自己的内功，才是真正的强身固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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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