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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252条箴言》记录了作者从事法学教育和以兼职律师身

份执业数年的思考心得和经验总结，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将如

何做一名优秀的律师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确实是一本值得我

们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的年轻人阅读的好书。之所以称其为

一本好书，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律师推

荐的，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本书对我们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和指导意义。 书中，作者一再强调“律师的命运靠技能”，

并将其作为此书的开篇，可见其深感法律技能对律师执业至

关重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资深一点的律师都有相

同的感触。记得一次与所里几位老律师座谈“怎样尽快在律

师行业站稳脚跟？”这一话题时，得出的结论正是“作为新

人，当务之急就是不断提升个人技能。”没错，在这个残酷

竞争的律师行业,技能差的律师出局，技能一般的律师为生存

苦苦挣扎，只有技能强的律师才游刃有余，在为社会提供法

律服务的同时，得到丰厚的回报，名气与财富双丰收。 前不

久我回母校参加了一次与大一新生的交流会，会上一位同学

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律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简单的陈述似乎无法满足这位同学的好奇心，后来直接

建议他去买本《远见》，告诉他答案都写上面了。《远见》

第一篇就是“律师的命运靠技能”，该篇将律师的技能概括

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律师本身的品质；二是律师的内功；

三是律师的外功。正是这三方面的内容，详尽的概括了“作



为一个律师应具备的条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

项齐备方能成为一名相当优秀的律师！借用书中的一句话就

是“一种种技能就像一个个奇妙的音符，运用得当，就可以

奏出你律师生命的美妙乐章。” 首先，提高律师技能的前提

条件是具备好的“律师品质”。我将“律师的品质”直接理

解为“律师的人品”。一些老律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

是“要想做律师，先学会做人。”不言而喻的道理：人都做

不好又怎么去做律师？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受许多的诱惑

，律师行业更是充满了诱惑，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行业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律师与法的关系就好比舟与水的关系

，掌舵者正是律师自身的“道德”。“律师的职业道德”一

直是考查律师入行的标准，而且其地位也是逐年提高，司法

考试中“职业道德”部分分值也不断增加。可见，道德对律

师执业的重要性。 其次，律师的品质还体现在“社会责任感

”、“诚信”、“敬业”、“礼貌”与“勇气”等方面。你

势必会问自己，这些条件中，我具备几项呢？在中国数以万

计的律师当中，又有几个是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呢？《远

见》让我们反思，让我们从新认识自己，修正自己，给我们

指引了人生坐标，避免在布满陷阱的执业道路上迷失方向。 

“律师的内功”又指什么？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读完了

《远见》我仍然无法为其定义，只能试着意会其内涵。武侠

小说里，武林高手往往内功深厚，而其内功均不是一日修成

，而是数年的累积。律师的内功也是如此，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长年累积。再次引用一句老律师的话“律师执业的过

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需要执业到老，学习到老。” 修炼

内功，首先，你得博览群书，尽可能多的吸收知识，以提升



自身的修养和内涵，“胸有成竹”对事，并且“学而时习之

”；其次，你还得提高资料查询、电脑操作技术和研究法律

的技能；再次，你还得摆脱愚昧，也就是崇尚科学；另外，

清醒的认识、稳定的心理素质、一丝不苟的态度、独特缜密

的思维方式、科学的统筹安排都是律师内功的体现。而你的

内功有多深？参照此标准做个衡量，有利于我们准确为自己

定位，找到自身的不足，炼就一身好的内功。 练就良好的内

功是提高执业技能的前提，而怎样在执业过程中将内功的作

用发挥出来，这就需要由外功来加以实现。没有外功作载体

，内功的作用就难以表现出来。其中，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是外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常有律师埋怨说，重要的观点

在诉状中和开庭时都说了，但法官似乎听不明白，引不起他

们的关注。因此，律师不仅要学会分析和思考，还得学会怎

样将分析和思考的结果有效的向法官表达，使其明白你的观

点，进而接受和赞同你的观点。倘若你设法传递给法官的信

息未被其正确接收，那么你整个分析和思考的过程都将白费

。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主要体现在写作与口头表达两个方面。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文学和历史知识的律师只能是一个

从事体力劳动的机械工人或泥水匠；而如果他拥有文学和历

史的知识，或许就可以称自己为辩护律师了。”一定的文学

基本功是做好律师的先决条件，而写作能力是律师表达能力

的基础。因此，不断的写作是磨练律师外功有效和必要的途

径。 另外，律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律师的口头

表达能力不仅要求律师“能说”，而且要求律师“会说”，

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斟字酌句，要言简意赅，思维

缜密，条例清楚，不能像喝醉酒一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另



外，口头表达能力不仅体现在说的内容上，还体现在语调、

语速和声音大小等方面。首先，你的发言声音不能太小，那

样会显得你底气不足，但是你的声音也不能过大，那样会显

得你过于高傲；其次，你的发言语调和语速也要适中，因为

，说得过快或者语调过高，无论你说得是否有理，都会让人

对你的声线产生厌恶感。当然，你也不能故意去追求抑扬顿

挫，而把语速拖得过慢，我想大家都明白，《大话西游》里

孙悟空和观音菩萨都无法忍受恶心唐僧的道理。 《远见》让

我们明白，律师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要做好律师，我

们必须不断完善自我，从品质、内功、外功三个方面提高自

身的执业技能，因为，技能决定了律师的命运！ 正因如此，

我认为，事务所应该关注后备力量的培养，参照《远见》指

引的方向，有意识地对新生力量进行执业技能的培训。对于

从法学院应试教育下摆脱出来的我们，执业技能的培训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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